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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生 产 重 在 监 管

甘孜日报讯 入汛以来，我
州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加强汛
期地灾应急防治，做到地质灾
害隐患排查无死角全覆盖，确
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高标准预防。建立完善地
灾群防检测预警体系和防灾预
案，划定危险区范围，优化防灾
措施，做到危险对象、预警信
号、紧急撤离避让路线、安全避
难场所“群众五个明白”，截至
目前，成功预警预报2起地灾，
转移避让 507 人，保障 25 人避
难，零人员伤亡。

全方位保障。制发《甘孜州
2018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全
面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对已
查明的 4962 处地灾隐患点逐

一落实专职防治责任人和监测
人；下达专职检测经费1572.48
万元；各县落实1家以上专业地
勘队伍补足基层技术力量。

动真格考核。成立联合督查
组不定期开展现场突击检查，每
日抽查24小时值班值守情况实
行日日通报，并将抽查结果纳入
年度目标绩效奖扣分项。

全媒体宣教。通过公文、电
视、短信、QQ、微信等媒介，在汛
期每日将气象风险预警、监测信
息、抽排查通报信息直传一线责
任人、监测人和群众；开展现场
普及教育，组织地灾防治培训
222场，开展应急演练119场，覆
盖35180人次。

本报记者

我州

加强汛期地灾应急防治

甘孜日报讯 6 月 19 日上
午，炉霍县供电、林业、消防、交
通、安监、气象、教育等各安委
会成员单位在彩虹桥开展以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
的第十七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咨询日活动。

活动采取现场播放宣传
片、现场疑难知识解答、发放
宣传手册、悬挂横幅、挂图、展
板等多种形式开展咨询日活
动。以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职业安全健康知

识等为宣传重点，对道路交
通、森林防火、消防、农机、电
力、企业安全生产、建筑、职业
病防治等方面向广大群众进
行了宣传。将安全常识、安全
法规贯穿于活动全过程，既解
答了群众的疑问又起到了宣
传教育作用。

活动现场发放各类宣传材
料 6255 册（份）、宣传挂图 630
余幅、宣传物品 5718 个，悬挂
横幅32幅，张贴标语107条。
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航 张军坤

炉霍县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唯有将安全理念贯穿生产
全程，使安全意识成为全民共
识，人民群众才能安心放心，经
济发展才能高质高效，社会才能
安定和谐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
丝一毫不能放松。日前，2018年
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
产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今年
的主题是“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这一主题表明，安全生产
既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也要正确处理安全与发
展的关系，双管齐下才能确保
安全生产理念推向深处、落到
实处。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向好，实现事故总量、较
大事故、重特大事故“三个继续
下降”，重点行业领域、各地区
安全生产状况“两个总体好
转”。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
全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和
7.4%，全国大部分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区域安全生
产水平整体上升。

变化的数字背后，是安全
生产再上台阶的可喜进步。近
年来，从“史上最严”安全生产
法出台，到首次以党中央、国务
院名义实施关于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从深化
机构改革新设应急管理部，到
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责任制规定》，在法治、机
构、制度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共
同发力，为人民生产生活编织
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
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安全生产隐患仍然存在，安
全基础还不牢固。一方面，如果
对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相
关风险防范不力，就会酿成安
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频发多
发，唯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
系，提高应急救援整体能力，才
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保障安
全。设立全国“安全生产月”、
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的意义
就在于，通过这场全国各行各
业共同参与的全国性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切实推动安全文化
深入人心，让“安全”成为全社
会共同的追求。凝聚安全的最
大共识，增强全民的应急意识，
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才能得到
自觉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命
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
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不仅体现
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释放出“安全为人民”的鲜明价
值导向，更回答了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
题，这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安
全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
展要同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
展，安全正是题中之义。如果盲
目追求速度，对安全隐患心存
侥幸，就可能欲速则不达，最终
因为安全不达标而贻误发展
机会。可以说，经济社会发展
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环节都
要以安全为前提，不能有丝毫
疏漏。只有正确处理安全与发
展的关系，才能筑牢安全生产
的根基，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
整体水平。

就在不久前，应急管理部
公布了第二批安全生产失信
联合惩戒“黑名单”，制度化、
常态化、持续化的切实举措，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生产经营
单位形成强大震慑。这启示我
们 ，安 全 生 产 不 能 是“ 一 阵
风”，唯有将安全理念贯穿生
产全程，使安全意识成为全民
共识，人民群众才能安心放
心，经济发展才能高质高效，
社会才能安定和谐。

“种葡萄虽然辛苦，但有公司上门现
场收购，价钱卖得也相当可以，辛苦一点
也值了。”去年，嘎土次仁种的5亩葡萄收
入3万多元，今年葡萄长势和行情都不错，
今年收入还能比去年好一点，嘎土次仁还
琢磨着把搬迁前在老村的2亩地也都种上
葡萄。

近年来，得荣县以脱贫攻坚为引领，
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总体思路，积
极探索形成了葡萄产业发展得荣模式：即

“龙头企业+村党支部+农户（贫困户）+3
（基地租赁、耕地流转、订单收购），这种模
式也直接让农户和龙头企业双双获益，龙
头企业有葡萄收购，农户种了葡萄不愁
销。

“起初种葡萄的时候，还担心卖不出
去，更没有想过能卖这样好的价钱”，2007
年政府动员种植葡萄时，瓦卡村的洛绒彭
措一家对于种植葡萄很是消极，现如今尝
到了种植葡萄的“甜头”。2017年，得荣县
实行酿酒葡萄保底收购价格 6.5 元/公斤
以上，在葡萄质量较好的瓦卡村，收购价
甚至达到了 8 元/公斤，去年，葡萄酒产业
产值5200余万元。今年，得荣县酿酒葡萄
保底收购价格将不低于7元/公斤，预计葡
萄酒产业产值达 6500 万元，葡萄产区农
牧民人均增收1800余元。

由此，得荣农牧民种植葡萄的积极
性、主动性越来越高。“种了不愁销，销的
价格高 ”成为葡萄种植户的真实感受，越
来越多的老百姓也乐种葡萄，当前，得荣
县不仅动员农牧民多种葡萄、乐种葡萄，
更注重葡萄“三品一包装”即品种、品质、
品牌和包装，以此来提高得荣酿酒葡萄在
整个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事实也证明，
小葡萄让农牧民赚大钱，葡萄真正成了村
民的“扶贫果”“致富果”。同时，除了酿酒
葡萄，得荣县开始积极种植水果葡萄，得
荣葡萄的“致富路”正在越铺越宽。

尼玛泽仁 文/图

甘孜日报讯“百姓不可一日
无盐”。汛期到来，自然灾害无法预
测，州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开展食盐
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加强汛期
食盐市场供应和监管工作，认真落
实好应急保供体系建设。

该局坚持“州上随机抽查、
基层全面普查”工作原则，加强
对承储企业落实食盐储备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储备食盐的
数量、质量等符合规定标准。目
前，全州储备合格碘盐778吨，
其中州盐业公司储备200吨，18
个县（市）储备578吨。同时，与
食盐生产厂家建立应急保供联
动机制，动态备好甘孜州月销量

10%以上的食盐。
此外，全州商务系统深入

基层一线，特别是自然灾害频
发区域，全面排查食盐供应风
险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应急预
案，逐步形成潜在风险地充足
储备、周边地区支援保供、运输
线路超前规划的多元化应急保
供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引领，增
强社会各界食盐应急保供防患
意识，畅通社会信息渠道，公布
12312商务投诉服务举报电话，
发动社会力量肩负“险情巡护
员”，逐步建立延伸到最基层的
食盐应急保供体系。

佘和平

州商务局

力保汛期食盐供应

经 济 随 笔

让安全生产理念成为基本共识
◎盛玉雷

6 月 15 日，记者来到道孚县各卡
乡的龙普村，只见这里暖阳高照，流水
潺潺，绿树茵茵，田间一大片蒜苗已长
得葱葱茏茏，迎风微微颤动。田间有不
少村民，有的在除草、有的在施肥，一
派忙碌景象。

龙普村是由道孚县农牧科技和供
销合作局主管，各卡乡人民政府负责
的各卡乡大蒜种植试点建设基地。据
村支书罗绒他姆介绍，龙普村总共 45
户 198 人，其中包括 11 户 45 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属于尚未脱贫的贫困村。

“刚开始种植大蒜时，有些村民很
担心，因为以前种的都是青稞和土豆，
从来没有这样大面积地种植过大蒜，就
怕收成不好。但是，经过乡干部和村干
部的讲解和宣传，在村民大会上，大家
一致同意试种。而且，政府给我们免费
提供种子、肥料等必需品，还给我们每
亩补贴 400 元。有了保障，大家就更放
心了。现在大蒜长势不错，也有销路，收
入增加了，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

罗绒他姆指着刚拔出来的大蒜对记者
说道。据悉，龙普村的每户都种植了近
1.2 亩的大蒜，全村共计种植 50 亩左
右，占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

据各卡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李江
介绍，为改善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
生产生活条件，以增收脱贫为重点，结

合本县的产业发展布局和各卡乡的大
蒜种植传统，县政府坚持“集体所有、市
场导向、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村为主
导、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由县农牧科
技和供销合作局牵头，乡政府具体负
责，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技术标准、统一
组织实施，选定在各卡乡的龙普村、觉

洛寺村和沙湾村进行大蒜种植基地项
目试点建设。全乡大蒜种植面积达 200
亩，总投资138.28万元。“大蒜是经济效
益较高的作物，每亩地的成本投入包括
种子、肥料、农药、土地流转的费用，加
上农用器具租赁、网围栏费用和村民务
工费用投入，共达2910元。预计蒜苔产
出平均达 300 斤/亩，大蒜产出平均达
600 斤/亩，除去成本，每亩净收入平均
1890元。”李江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增强自身的“造血功
能”，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各试点
村还从利润中提取 15%作为村集体资
金用于后续发展资金，剩余 85%用于
村民的分红。

同时，道孚县把扶贫、扶志、扶智
结合起来，让村民自己讨论选择适合
本地的种植养殖项目和经营方式。各
卡乡的龙普村采用自耕自种的方式，
觉洛寺村成立合作社来经营管理，沙
湾村则直接承包给当地的合作社，因
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三村 217
户 967 人,集体经济增收 56700 元、户
均增收 1702 元、人均增收 413 元。

甘孜日报记者 张兵 陈斌 实习记
者 汪青拉姆 文／图

道孚各卡乡：大蒜“大”有可为

“忙了几天了，现在差不多

可以歇口气了”。6月8日，笔者

在得荣县瓦卡村看到，村民嘎土

次仁一家正在忙着给自家地里

的葡萄苗施肥，近5亩葡萄地花

了8天时间才做完管护工作，今

天已接近工作尾声。

“葡萄在这个时候很关键，正

值浆果膨大期，肥水供应、架面新

梢、地虫害防治等管护措施都要在

这个阶段完成，我们一点都不敢大

意。”嘎土次仁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水对笔者说道。这几天，得荣县全

县葡萄种植户都忙着在自家葡萄

地做田间管护，这个时期的管护是

否到位，对今年葡萄的产量和果实

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

“2017年，我县葡萄挂果面

积1968亩产量达724吨，预计

今年2236亩葡萄将进入挂果

期，产量在1200吨左右。这样

迅速扩大的种植面积和效应是

我们在12年前不敢想象的。”县

农牧科技和供销合作局副局长

常选战说。

扩
大
种
植
面
积

培
育
本
地
经
营
主
体

2006 年，通过法国轩尼诗集团3
年的气象研究后，得荣县聘请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副校长（葡萄酒首席专家）
李华编制了《得荣县葡萄酒产业发展
规划》，提出利用得荣独特的自然资源
优势，抢抓发展酿酒葡萄机遇，将“荒
山荒坡”变“葡萄基地”，规划建设酿酒
葡萄基地，打造以葡萄种植、葡萄酒酿
造为主体的生态产业园，全县规划种
植面积可达6.45万亩。

近几年来，得荣葡萄产业得到迅
速发展。目前，全县有酿酒葡萄面积
5260 亩，2017 年，724 吨葡萄产量为
葡萄产区农牧民人均增收1670余元。
预计今年2236亩进入挂果期，产量在
1200吨左右。

随着葡萄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
在引入外来力量的同时，该县更是加
快了本地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目前，
通过 10 年艰辛的招商引资和本地经
营主体培育，已有得荣县太阳魂农副
产品加工、舞韵金沙生态酒庄、四川神
川红葡萄酒业、得荣县太阳谷绿色食
品、四川得荣县太阳谷酒业等 5 家葡
萄酒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带动3家专业
合作社，年加工能力达4000余吨。

“7 年前，只有 1 家公司的时候，
收购难度不大，现在 5 家公司到了收
购期还有点竞争的味道”，得荣县太
阳魂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是
成立比较早且主打葡萄酒产品的公
司之一，公司负责人格绒次仁对这几
年快速发展的酿酒葡萄又欣慰又担
心，欣慰的是得荣葡萄产业得到迅速
发展，担心的是伴随着发展竞争也日
趋激烈了。

“但这几年，因为发展葡萄产业，
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益了，我们
的企业也有了很好发展，这是我们最
高兴的事。”格绒次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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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看变化

道孚县各卡乡的龙普村大蒜种植点。

得荣酿酒葡萄科技示范园。精准扶贫进行时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