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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日前，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
6 部门公布了第五批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
名单，我州丹巴县巴底镇小
坪村、甘孜县甘孜镇根布夏
村、德格县八邦乡曲池村、
乡城县青麦乡木差村等40
个村落榜上有名。

中国传统村落，是指
民国以前所建，保留了较
大历史沿革，即建筑风貌、
建筑环境、村落选址未有
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
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
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
落。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
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
的最大遗产。为促进传统
村落的保护和发展，2012
年 9 月，由住房城乡建设
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联合成立了由建筑
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
学、遗产学、人类学等专家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入
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一
种荣誉，更意味着村落保

护将在资金、规划、设计等
方面得到扶持和督导。自
2012 年起，住建部会同文
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等六部门启动传统村落保
护工作。至今已对前四批
的 3155 个村落给予每个
村庄 300 万元保护扶持，
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
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工
作。据了解，资金补助主要
用于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
保护性修缮、建筑防灾减
灾环境综合整治，以及污
水垃圾等基础设施和公用
设施建设整体保护及改善
传统村落的历史遗存和人
居环境。

此次入选第五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的分别有丹
巴县巴底镇邛山一村等13
个村、甘孜县生康乡白日
村等4个村、德格县更庆镇
八美村等3个村、白玉县建
设镇布麦村等2个村、色达
县旭日村旭日乡等4个村、
理塘县高城镇替然尼巴村
等10个村、稻城县邓波乡
下邓坡村等2个村、石渠县
奔达乡满真村、乡城县青
麦乡木差村。

见习记者 包小玉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防汛减灾 重在监管

我州40个村落入选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甘孜日报讯 随着汛
期的到来，白玉县章都乡组
织地质灾害点群众开展应
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突发灾
害应急处置能力。

在阿色、马拉、金沙村
地质灾害点开展了地质灾
害应急演练。整个应急演
练过程严格按照应急预案
程序和步骤进行实战化演
练，确保演练取得实效。

章都乡在组织演练时，
模拟阿色村地质灾害点发
生山体滑坡。驻村干部和地
质灾害点监测人员在地质
灾害巡查中，发现地质灾害
点出现险情时，驻村干部及
时拉响手摇报警器，一边迅

速组织广大群众撤离危险
区域，一边及时向乡党委政
府报告地质灾害点监测巡
查中发现的险情。

演练结束后，乡党委政
府和驻村干部针对演练实际
情况，现场对群众应急演练
进行总结点评，并利用应急
演练的时机，积极宣传讲解
自然灾害防治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自然灾害应急避险常
识，让广大群众在演练中学
知识，在知识中保安全。

据了解，该县金沙、麻
绒、河坡、赠科、灯龙、山岩
等乡镇也相继开展了地质
灾害点应急演练。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波

白玉县

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甘孜日报讯 当前正
值汛期，九龙县乌拉溪乡
组成工作组实地走访全乡
各地质灾害隐患监测点，
通过强化巡查督查，做好
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
发生，确保安全度汛。

工 作 组 要 求 各 监 测
人 员 ，做 好 日 常 监 测 工
作，做好防汛监测日记；

按应急预案就预警方式、
应急撤离路线、应急避难
场所对所辖群众进行实
地演练，让群众做到“三
清楚”；对各监测点警示
牌信息进行认真核查，监
测人员对错误信息要及
时修改，确保警示牌与明
白卡一致。

央金卓玛

九龙县

抓好监测预警保安全度汛

甘孜日报讯 随着汛
期来临，各地地质灾害频
发。道孚县切实做好汛期学
校安全工作，确保学校师生
生命和财产安全。

强化责任落实。成立
教育系统汛期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校园防汛应
急指挥部，制定工作方案，
完善应急预案，落实各项
汛期安全工作责任，切实
加强对汛期学校安全工作
的领导。

强化安全教育。各校
（园）结合各种典型事例，利
用国旗下演讲、汛期安全专
题讲座、结合生命与安全课
等进行防溺水、防泥石流等
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广大师
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
能力；通过印发《告家长
书》、家访、家长会等形式形
式，取得家长支持与配合，
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监护
人的责任意识，共同做好汛
期安全工作。

强化排查。组织专人

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对学
校周边地质灾害、学校校
舍、围墙及教学设备、学
校用电、防雷等各类设施
和校园周边安全隐患进
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
各类安全隐患，制定整改
方案，落实具体措施，及
时进行整改。

强化应急演练。要求
各校（园）要进一步完善汛
期各类应急预案，组织应
急救援队伍，准备充足的
应急物资，有针对性的进
行演练，不断完善防范自
然灾害的预防应急联动机
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随
时做出快速反应。

强化督促检查，严格
落实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
度，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
报送工作，遇有紧急情况
立即上报，对因玩忽职守、
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
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严
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县教育和体育局

道孚县

做实汛期学校安全工作

6月下旬，下木拉乡香菇、木耳已远销成
都，德巫乡藏鸡生产基地初具规模，美丽的藏
家新居点缀在高原乡村……理塘县农牧民群
众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在脱贫的道路
上，金堂县第五批援藏工作队用他们的金堂
担当给理塘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变化，让人不
得不惊叹金堂效率、金堂帮扶和金堂责任。

自去年金堂县第五批援藏工作队开始
对口帮扶以来，紧紧围绕理塘县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建立“1+4+8”（一个
支部、四个工作组、八个党小组）的工作机
制，发挥金堂干部“东进”铁军的优良传统，
从项目实施、资金安排和审批流程等具体环
节抓建设，高水平、精品化、标准化推进援建
项目，用真情聚焦脱贫造福理塘人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进入理塘以
来，工作组就注重提升当地“造血”能力和

“软实力”，通过助力产品外销，让藏区的特
色农产品成为外地市民口中的“香饽饽”，引
领当地农牧民群众脱贫致富。

“面对气候高寒、土地贫瘠的现状，稳定
脱贫必须靠产业发展，下木拉乡有丰富的青
杠树等原材料资源，通过致富带头人前期试
种成功，目前香菇、木耳等特色产业已初具
规模，但是深山的‘宝贝’不被外人知道，资

源不能成为资本，外销成为最大难题。”金堂
县挂职下木拉乡党委副书记的周鹏在充分
走访和调研下木拉乡脱贫产业发展后说。

“做强产业”才是脱贫的根本，如何做大
做强脱贫产业，周鹏与工作队一道，结合金堂
县作为全国闻名食用菌大县的优势，邀请金
堂县技术人员到香菇种植基地进行技术培
育，组织香菇、木耳到金堂县蜀葵花文化旅游
节等节会中营销，联系金堂县机关食堂、沱江
实验中学等机关、学校食堂销售新鲜香菇
2000余斤，实现销售收入2万余元，与“田岭
涧”金堂优质农品品牌形成销售合作关系，打
造下木拉农副产品专柜，让下木拉乡香菇、木
耳等特色农产品销售到金堂、成都市场，实现
了下木拉乡特色产业发展壮大。“造血”“固
血”的扶贫方式真正让下木拉乡脱贫致富，逐
步形成“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新格局，
为让贫困户早日拔掉“穷根子”、甩掉“穷帽
子”、过上“好日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助力贫困乡镇产业发展只是工作队帮
助理塘产业脱贫的一个方面。脱贫攻坚关键
在产业发展，而项目建设则是援藏工作的

“牛鼻子”，围绕理塘县种植养殖业和旅游业
发展，工作队去年助力实施种养及旅游发展
项目 3 个，今年计划建设 2000 亩的标准化

优质牧草基地1个，在千户藏寨区域打造旅
游民宿6户。

“援藏要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作为落脚
点，特别是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所
以我们到理塘以来就注重民生方面的问题，
实施了一揽子民生工程。”金堂县第五批援
藏工作队领队、挂职理塘县政府办副主任邓
招贵说。

去年争取到金堂县支持资金100万元，
让20户贫困户享受到人均5万元的补贴，住
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贫困群众居住条件
得到了极大改善。今年，工作队将继续实施藏
家新居援建项目，用160万元实施高城镇贫
困户住房建设补助32户。

金堂县级部门、21 个乡镇（街道）全部
与理塘县对口部门和11个乡镇结成帮扶对
子，聚焦行业技术指导和干部人才帮扶。金
堂县卫健局组织选派 8 名医疗卫生人员到
理塘县人民医院等开展“传帮带”工作，并向
理塘县捐赠价值28万元的疫苗冷链车1台。
金堂县教体局组织18所中小学校（幼儿园）
主要负责人到理塘，与理塘县 20 所中小学
校（幼儿园）结成帮扶对子。引导推动社会力
量参与献爱心，引导金中外实校、实验小学、
水城幼儿园、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职工和学生

捐赠衣物、图书、文具1400余件、价值15万
元，对接金裕集团、红山红公司捐赠高原饮
水机7台、价值10万元。

实施教育助学、智力帮扶、教学提升工
程，组织管理团队领办理塘中学二校区，将金
堂县特有的“533生命课堂”教学方式向理塘
县学校推广，投入资金超百万元用于理塘县
学生资助和改善办学条件，并接收理塘县优
秀初、高中生70余人代为培养，为600余名
理塘县学校的校长、教师开展了专业培训。

由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金堂医院打造理塘县人民医院骨伤科，
结束了理塘无骨科的历史，实现当地骨伤病
人就地就医并辐射周边。先后选派 30 余名
优秀“传帮带”医生，战斗在骨科、妇产、普外
等重要科室，为藏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带来优
质的医疗服务，实施医务人员培训24人次，
着力提升理塘医务人员素质水平。

“两年援藏路，一生藏区情。”谈起援藏的
感受，邓招贵笑着说：“‘援藏’是一段历史，

‘援藏’是一种精神，‘援藏’是一份骄傲，两年
的所学、所想、所知、所得将使我受益终生，我
将带领全体援藏干部，在对口援藏主战场冲
锋陷阵、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助力理塘经济
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理塘脱贫路上的“金堂脚印”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周鹏 文/图

以工代赈
铸就群众幸福生活
乡城青打村夯实发展基础

走进乡城县白依乡青打村，干
净的村道、潺潺的流水、如画的山
川……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这些变化都得益于该县在青打
村开展的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白依乡青打村位于乡城县西部，
全村97户679人，过去是出了名的落
后村、贫困村。实施以工代赈示范工
程后，村里的变化是一天胜过一天，
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生活。

“原来村里到处都是泥巴
路，出行很是困难，年轻人但
凡有办法的，都出去打工了。
没了年轻人的村子就像垂暮
的老人没了生气。”该村村民
扎西介绍说。

乡城藏猪长期生活于无污
染、纯天然的高寒山区，具有皮
薄、瘦肉率高、肌肉纤维细、适
口性好、营养美味等优点。藏猪
肉是典型的绿色生态食品，契
合当下人们对肉类食品的高品
质需求。2011 年，白依乡藏猪
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 6 个保护区之一，成为四川
藏区首个藏猪品种保护区。

守着品种优良的藏猪和特
色农作物，却碍于交通、土壤灌
溉等因素无法发展，村民们犯
了愁。用村民尼玛的话来说：

“路不好走，猪养的再大也不好
运出去；农作物再有特色，水还
没到田里，就浸到土里了。”

针对村民生产生活遇见的瓶颈问题，按照夯实
基础、彰显特色的发展方略，该县充分发挥以工代赈
资金引导和示范效益，对青打村进行整村推进建设。

为确保以工代赈建设示范项目顺利进行，在充
分摸底的基础上，该县作了科学规划，编制了青打
村以工代赈示范项目规划报告，为做好项目建设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该县
加大青打村以工代赈示范项目管理力度，强化责
任、落实任务、倒排工期、力求实效，确保项目按期
按质量要求完成。

“听说村里头要搞建设了，村里的年轻娃娃
也回来了，大家都积极投入到劳动建设中。”说到这
里，扎西脸上堆满了笑容。

村民拉姆坦言，当时本来打算结婚的，考虑到
村里正在搞建设又是关键期，如果结婚办酒席，村
民都要来参加，会耽搁很多时间，于是和未婚夫商
量，等建设关键期过了再商量婚事。

为了按时、高质量完成建设，干部告别家人驻
扎建设一线，父母、孩子、夫妻齐上阵，成为当地干
群一心搞建设的佳话。

“现在我们村发生了大变化，出门便是水泥路，
实在是太方便了。”一谈起以工代赈示范工程带来
的变化，扎西非常感慨。

“这里曾经只有一个用木头简单搭建的便桥，只
能供行人和牲畜勉强通过，走在上面都摇摇晃晃的。
加上当地早晚温差大，雨季和旱季桥梁经常容易坏，
修桥又费时费力，可难倒了村里的一帮人。”来到村
口，不远处一架新修的桥梁让扎西感叹万分。他说：

“回头想想以前的生活，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随着水泥路铺到家门口、新架桥梁跨过河岸、

农田水渠纵横交错，村民心里的滋味就像蜂蜜一样
甜滋滋的。

如今，漫步在青打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村中
田、田中村”的美景，处处散发出邻里和谐、发奋图
强的气息。对于未来，扎西表示，现在条件好了，大
伙好多都买了农机具，村里也有藏猪、农特产品合
作社，下一步，自己也会和大伙一道发展养殖业、旅
游业，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出
行
困
难

村
子
没
了
生
气

◎吴远胜 突
破
瓶
颈

创
造
建
设
佳
话

发
奋
图
强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甘孜日报讯 6月的甘孜县拖坝乡
移民新村芍药花海在朋友圈中引起热
议，当摄影师的镜头在拖坝停驻，当群
众满脸幸福地带着游客进入花海……
以新兴产业助推甘孜县精准扶贫的决
策已初见成效。

初到花海景观现场，笔者便被大
片花团锦簇的景象所吸引，一大片粉
红色芍药花在拖坝新村的草地上争奇
斗艳。“自从有了芍药花这个产业基
地，我们拖坝乡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
就可以就业，而且赚钱顾家两不误，这
样的帮扶真是帮到我们心坎上了。”拖
坝乡党委书记严永康说。

据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总农艺
师王媛介绍，该县耕地面积大，但农
作物种植单一，且所种植的农作物
基本上属于自产自销，群众增收渠
道窄。基于此，该县采取“走出去和
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派遣专业技
术人员到发达地区学习，将外地发
展好的产业引进到本县，并于 2017
年整合各类资金 20 万元试种芍药
41 亩。经专家认证，认为芍药花种植

市场前景好，经济价值较高，且适合
高原种植。于是，该县与四川飚毅中
药材种植公司达成共识，由该公司
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甘孜县提供
土 地 和 管 理 人 员 ，采 取“ 公 司 + 基
地+农户”的方式，投资 166 万元在
拖坝乡种植了 300 亩芍药花。目前，
300 亩芍药花长势良好。

“芍药花全身都是宝，花可以用作
茶叶，种子可以榨油，根可以做药材，
种植三四年以后，每亩纯收入可达
2.28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种植芍
药花是甘孜县调整产业结构的途径之
一，更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旅游，促进
旅游与扶贫、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尝
试。”王媛介绍说。

土地变花海，乡村变景区。盛放在
高原大地上的一片片芍药花不仅成就
了一道独特的绚烂景观，也承载了贫
困群众过上新生活的脱贫梦想。随着
一幅幅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在康巴高
原这片方兴未艾的大地上徐徐展开，
脱贫梦想也在逐步成为现实。

李珍兰 文/图

百亩芍药花海开启
产业扶贫新模式

花海引人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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