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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
作，督促我州切实履行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主
体责任，近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生
态室主任罗海江率省环境保护厅监
测处调研员杨琳等专家一行，到我
州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
境质量考核现场核查工作。

核查组一行先后到九龙县中古

组水质监测断面、贡嘎山自然保护
区、磨房沟饮用水源地、伍须海生态
保护红线区等地开展现场核查，并召
集我州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座谈。核
查组对我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表示
肯定，希望部门间加强协动，各部门
主动配合；稳步推进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考核，切实保障数据科学稳定；主
动推进问询机制，加强第三方监管，
保障监测数据真实有效。

杨曹阳

我州县域环境质量考核工作
接受现场检查

甘孜日报讯 日前，我州召开中
藏医药产业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会议
确定今后一个时期抓好“四个一”，推
进我州中藏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出台一个方案，抓落实。为保证
我州中藏医药产业“十三五”规划目
标任务顺利实现，制定了三年推进
方案，拟定了“12345”产业发展战
略，贯穿产业富民一条主线，设定定
量定性两个目标，做好产业链三个
布局，明确种植、加工、康养及流通
四项任务，落实政策、平台、要素、人
才、机制五个保障，各部门根据自身
职能职责，主动思谋，细化方案内
容，推进方案落地实施。

抓住一批关键，求突破。结合
《中药法》颁布实施等一系列文献政
策出台，抓住一些关键工作：一产方
面，推进规模化基地建设，结合川西
北地区生态示范区定位与环保政策
负面清单要求，农业、林业等牵头部
门找准结合点，进一步梳理政策，做
好药材种植规划，尤其结合森工、国
营农场两个改革方案，规范化规模
化发展药材种植，建成10个规模化
基地，累计药材种植达 10 万亩。二
产方面，推进标准化园区建设，结合
药品上市持有人制度实行与经方目
录清理工作，调整鸳鸯坝药业园区
规划定位，建集藏药研发、制剂配

制、药品加工及药材交易于一体的
产业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入
园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进有实力
企业入驻园区，推进我州藏药研发
和转化生产。三产方面，推进特色化
藏医服务，结合大健康产业和“成都
后花园”定位，扩大中藏医药服务比
重，发挥特色和优势，大力推进康养
休闲项目实施。

开展一次对接，抓合作。积极向
省上部门和科研机构汇报对接，加
强与内地药品研发、药材种植、药品
生产等企业对接，以我州良好的生
态和广阔的土地，引进企业进州建
立制药园区。结合出台的政策和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认真梳理
项目，筛选一批项目进行包装打造，
加以推介合作和项目争取。

完善一些基础，促发展。抓好南
派藏医药展示中心、中药材动态监
测站、中藏医药门户网站等一整套
平台建设，进一步充实内容，完善相
关功能，积极探索电商平台和文化
交流平台发展。做好一部产业宣传
片，突出对外推介定位，充分体现藏
医药文化特点，明确下一步怎么做，
梳理发展商机和优势，加大推介合
作。同时，加快推进经方目录清理和
川产道地药材品种推选工作。

本报记者

抓好“四个一”

推进我州中藏药产业健康发展

甘孜日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州
旅游环线整治及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切实开展专项整治，改善
旅游环境、提升旅游形象，德格县食
药工质局结合市场监管实际，8月8
日，按照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联合马尼干戈所执法人员对317
国道沿线加油站、酒店宾馆、餐饮服
务单位、旅游纪念品销售摊点等进
行专项整治。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
还就消费投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

宣传，并要求各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鼓励宣传德格优秀历史文化，推广
德格特色产品，共同塑造和维护德
格旅游良好形象。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
人员 10 人次，检查旅游沿线加油
站、酒店、餐饮服务行业、旅游纪念
品销售摊点等重点市场主体 30 余
家，签订旅游沿线市场主体诚信经
营承诺书20份。

四朗邓珠

德格县食药工质局
抓治理改善旅游环境

近日，京东宣布，无人配送站研
发成功，并宣称这是全球第一个全无
人配送+自提站点。苏宁物流则表示，
到2020年实现末端配送的自动驾驶
技术普及和无人配送车的规模化量。
利用AI的无人时代似乎已在物流快
递行业率先实现

可以肯定的是，无人化技术若能
在物流领域实现突破，于行业发展来
说，必定有莫大好处。只是一类高新技
术从研发到使用，往往不是一帆风顺
的，发展无人物流，需小心其沦为“中
看不中用”的“科技花瓶”。

提到无人物流，恐怕很多人会不
由地联想到“无人超市”。同样是带着

“无人化”光环的一类新型服务，无人
超市在诞生之初，就备受关注。可随
着热度的冷却，有关服务质量的批评
随之出现，有不少无人超市甚至必须
退化到“有人化服务”才能正常运营。
这似乎也说明，强行推广无人化技术
不一定好，若无法克服现实瓶颈，在
高大上的技术也是无用的。

眼下，有不少人将无人化技术，
标榜为物流行业中的“黑科技”。事实
上，无人化技术的推广，也的确能激
发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诸多畅想。可对
消费者来说，是不是“黑科技”并不重
要，毕竟无人化技术的运用，并不能
给消费者带来直观的享受。消费者能
不能从中得到便宜、便捷、安全、高效
的服务，才是无人物流能否生存下来
的关键。

有不少企业声称，在其物流系统
中，运用到了无人机、无人仓储、无人

卡车等尖端的无人化技术。相关消息
在引发热议的同时，也不禁令人疑
惑，这些技术到底有多大实用价值？
要知道，物流系统是一个需要高度稳
定性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
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转。

就目前来说，无人机受电池、载
重、天气、操作性等影响，在近几年内
所提供的配送服务，恐怕比不上快递
小哥实在，而看上去“高度智能化”的
仓储机器人，在搬运大件货物方面，
也难以达到“人类双手”的标准。至于
无人卡车，且不说无人驾驶还需要突
破安全顾虑，试问有多少企业有资本
持续使用L4级的智能卡车？

当然，也有人会说，无人物流的
最大作用，在于减少不断攀升的人力
成本。可换一个角度看，技术的开发使
用也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投入。眼下

“人工智能”技术还未“落地”，无人物
流所需要的智能化技术成本不容小
窥。虽然有调查显示，我国物流行业消
费规模已超过12万亿，可利润率不高
的问题也依旧存在，物流企业维持无
人物流的开发和运作，难度不小。

也许对物流企业而言，抛出“无
人物流”的概念，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技
术的深度运用，而在于吸引消费者及
投资者的关注赚热钱。然而，有不少现
实事例表明，盲目炒作新概念，最后的
结果往往是资源的虚耗和技术的浪
费。希望在无人物流蓬勃发展的当下，
有关部门能加快技术规范的制定，同
时防范炒作现象的滋生，为行业的发
展打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经 济 随 笔

小心无人物流沦为“技术花瓶”
◎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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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前往雅

江县祝桑乡奔达村采

访，一幅美丽的乡村画

卷跟随汽车转动的车轮

次第展开，让记者一行

心旷神怡。

眼前的奔达村风景

迷人、环境优美。可在一年

前，这个村还是出了名的

“臭村”。

绿色爬满山坡，山花绽放田野的丰
收季节，张其中夫妻俩的蔬菜种植基地
一片葱茏，十多个品种的蔬菜有的已成
熟待采摘、有的青翠欲滴、有的花开正
艳。这几天正是多个品种蔬菜上市销售
时节，每天天亮时分张其中便用火三轮
将蔬菜运到距家12公里的县城农贸市场
销售，妻子则负责打理菜地和料理家务。

张其中夫妇是乡城县青麦乡无所
村人，种植蔬菜已有十年之久，只是以前
种的规模小，除了满足自给外，难得将剩
余的拿到市场上卖，由于没有其他技能，

一家三口靠两亩庄稼地生活，闲时务点
零工补贴家用及偿还建房时欠的债务，
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精准识别
中，张其中被家列为贫困户。

“农民就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要在
庄稼地里种出幸福生活。”张其中在一
次意外中腰椎受伤，再无法从事重体力
活，便和妻子商量将家里的两亩地全用
于蔬菜种植，只要勤劳肯干就一定会摆
脱贫困，只要科学种植就一定会有好的
经济效益。2014年，一番商议后夫妻俩
便开始念起“种菜经”。

夫妻俩虽有多年的种菜经历，但都
是粗放管理，没有科学种植经验，尽管
起早贪黑的忙碌，第一年只有几千元的
收入。在分析总结后，邀请了乡里农技

员上门指导，“选用的种子要消毒，有机
肥和化肥混合后作基肥效果好，不同地
块、不同蔬菜品种采取不同的轮作方式
才能提高收益……”在专家的指导下，
2015年，张其中夫妇种菜收入翻番。

此时，结合市场需求，张其中对种植
的品种进行调整，将价格高、好销售的品
种扩大种植面，在土地的合理调配中对
抗寒、抗霜、周期长的品种提前种植，并
对蔬菜生长周期进行分析记录，在不断
的摸索中，每年的4月至10月张其中夫
妇都有时令蔬菜上市，虽然忙碌，但日子
越过越好，去年已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在蔬菜地里，妻子泽仁要太正用细
小的绳索将嫩绿的黄瓜苗绑在地里的
竹竿上，她说这样有利于黄瓜的生长和

采摘。这段时间正值暑假期，在外读大
学的儿子回到家里帮忙料理家务，泽仁
要太便安心在菜地里劳作，除草、浇水，
忙碌不停，看到辛劳所获得的回报，夫
妇俩种好蔬菜的干劲越来越足。

村民看见张其中夫妇因种菜改变
了生活，也想学习种菜技术走种植致富
路，热心的张其中夫妇都会毫无保留的
教授村民怎样翻地、育苗等，还无偿的
送给村民菜苗。不等不靠，自食其力的
张其中夫妇用勤劳换来了不错的经济
收入，对于今后的发展，张其中说：“趁
现在还有劳动能力，想在村里流转一点
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并让村民都学会种
菜，让生活过得更好些。”

县委中心报道组 何才华

两亩土地种出幸福生活
精准扶贫进行时

厕改一小步 幸福一大步
雅江县祝桑乡厕所革命见成效

◎谢臣仁 记者 刘小兵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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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志玛邓珠告诉记
者：奔达村共有 137 户、665 人，属半
农半牧。奔达二字藏语意为“神仙居
住的地方”，奔达村有迹可循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算得上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村落；同时，该村水源充
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出产土豆、
青稞、油菜等农作物，拥有辽阔美丽
的祝桑草原。但这个历史悠久、条件
良好的村子却和祝桑乡的其他村子
一样，有一个落后传统——大家都不
修建厕所。

规范如厕既是文明的标志，又是
基本的需求。没有厕所，不仅为祝桑
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阻
碍着当地的发展。

43岁的呷让世代生活在奔达村，
在她的记忆里，2017 年以前村里没
有标准厕所，大家上厕所，就像打游
击。说起以前没有厕所时的生活，呷
让坦言：“以前没有标准厕所真的不
方便，因为上厕所我们吃了不少苦，
闹了不少笑话！”

呷让回忆，以前奔达村男女老少
上厕所都是在牛圈或者地里解决。在
牛圈“方便”时被牲口打扰，在野外

“方便”时被人碰见，下地干活踩到粪
便等尴尬场面经常发生，年轻女孩子
上厕所经常像作贼一样狼狈。“冬天
到外面去上一次厕所，鞋就要被雪水
打湿，屁股也冻得失去知觉；年纪大
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人更是不方便，上
下楼都要人帮忙。”该村另一个村民
四郎翁姆接着呷让的话说。

本村人还能将就，外地人来了更是
不习惯。

小张是2017年初从内地到祝桑
乡工作的年轻干部。他告诉记者：“我
第一次到奔达村开展走访调查工作，
想上厕所，但是在群众家里找不到一
间厕所，搞得我和户主都很尴尬。那
天我真是憋惨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很害怕入户开展工作。

志玛邓珠告诉记者，前几年，村上
一些人意识到在野外上厕所确实多有
不便，就修了“吊脚楼厕所”。所谓“吊脚
楼厕所”，就是在房屋背后搭上两块木
板，砌上一堵挡墙作厕所。这种“吊脚
楼厕所”实际就是设在房前屋后的简
易旱厕，没有任何收集、处理粪便的配
套设施，粪便只能随意落在屋后，等待
自然消解，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苍蝇
肆掠，遇上降雨，污秽物还会随着雨水
四处流淌。“与其说是修了一个厕所，
不如说是在家门口造了一个污染源。”
交谈中，志玛邓珠这样评价“吊脚楼厕
所”。而就是这种“吊脚厕所”在奔达村
也曾是“稀罕物”，2017年以前，全村建
设有“吊脚厕所”的家庭不足30%。

上厕所是小问题却有大影响，卫生环境更
是事关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地区发展前景。祝桑
乡党委、政府一直希望改掉当地群众的不讲卫
生的陋习。2013年，奔达村被列为新农村建设
试点，村两委借机号召村民进行改厕、改圈，但
由于资金缺乏且大多数村民认为“没有必要”，
而终结。

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策不断落地落实，祝
桑乡的水、电、路、网等基层设施不断提升，村
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也发生着日新月异
的变化。

2017 年 6 月，作为贫困村的奔达村启动
“五改三建”工作，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改变大
家不建厕所的习惯，实现标准化卫生间全覆盖。
结合相关政策和该村实际，政府决定给予建设
标准卫生间的每户精准扶贫户补贴1万元，其
余每户补贴9千元。

资金支持强劲有力，宣传动员入脑入心。这
一次“建标准卫生间”的计划，在奔达村很快得到
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半年时间里，该村每家每户
都启动或者完成了标准化卫生间建设工作。

呷让家是奔达村最先响应建设标准化厕
所。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嘎让家的卫生间位于二
楼，面积大约10平方米，地上铺着蓝白相间的瓷
砖。走进卫生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电热水器和
梳妆台，梳妆台上安着明晃晃的镜子和白色的
盥洗盆；盥洗盆旁边，牙膏、牙刷、沐浴露、洗发
露、毛巾等卫生用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在卫生间
的隔壁是一个配有洗碗池、洗菜池的独立备菜
间，备菜间的操作台上还放着一些洗好的蔬菜。

“这么宽敞方便的卫生间，我们自己只出了
4千块钱。现在，全家上厕所都方便了，再也不怕
出现尴尬场面；现在，亲戚也愿意在我们家留宿
了，我们也感觉很有面子！”说起一个标准化卫生
间带来的好处，呷让笑得合不拢嘴。此时，站在一
旁的四郎多吉也对记者说道：“自从家里修了厕
所，我就放心多了。”原来，四郎多吉的母亲已经年
过70且患有腿病，每次下楼上厕所都需要人帮
忙，以前为了上厕所她还磕磕碰碰过几次。自从
把厕所建到家里，上厕摔倒的事再也没发生过。

标准卫生间的普及，不仅结束了
奔达村千百年来的落后传统，也带动
了当地群众观念改变和当地环境卫
生的大幅提升。志玛邓珠告诉记者，
厕改这一工程完成后，奔达村村民深
刻感受到“卫生条件越好，生活质量
就越高”；大家都主动注意个人卫生、
家庭卫生和公共卫生；直到今年年
初，讲卫生已经成了当地人选择媳妇
或者女婿的重要标准，谁家卫生保持
不好也会成为村里的笑柄。

“以前奔达村是个养牛村，垃圾
遍地，村民的院子埋埋汰汰。水冲厕
所一进屋，这人的素质也就提高了。”
驻村第一书记志玛邓珠说：“村里打
牌赌博的人少了，夏天不再臭哄哄的
了，村民都愿意到树荫下唠嗑，邻里
关系和谐多了。”

呷让告诉记者，随着环境的改善，
到祝桑乡来观光游玩的人越来越多，祝
桑草原的名气越来越大，她本人也萌发
了搞民居接待的想法。

志玛邓珠表示，祝桑乡气候宜人、
物产丰富、风光独特、区位优越，具备走

“农旅融合路子”的基本条件。而该乡在
实施“五改三建”工程时，就拟定“农旅
融合”的产业发展思路，大家新（改）建
的房屋就是按照发展民居接待的需要
建设的。目前，祝桑乡已建成油菜基地
350 亩和蔬菜大棚 6400 平方米，正在
筹备发展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

“7 月中旬，我们刚成功举办了第
二届祝桑花节，当时有几千人到我们这
里欣赏美景，品尝美食。大家都对我们
这里的风光、人文和物产赞不绝口，还
有不少企业家有意愿来祝桑投资。我相
信，要不了几年，我们祝桑乡就会成为
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又有一个增收的项
目啦！”交谈中，志玛邓珠信心满满地
描绘了祝桑的未来。

看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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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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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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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村民正在整理洗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