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内新闻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9年9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泽央 版式编辑 边强2

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
述，适应机构改革后应急管理
工作的新形势，进一步做好自
然灾害灾情报送工作。9 月 6
日，全州自然灾害灾情统计工
作业务培训会在州应急管理局
举行，来自全州 100 余名应急
管理业务人员参加了培训。

我州地处高原高寒地区，四
季分界不明显，各类灾害多发频
发。自2011年以来，全州有效应
对的自然灾害达784起，平均每
年 98 起、每月 8 起、每周 2 起。

“灾情信息是有效开展救灾工作
的前提和基础。客观准确、及时
快速报送灾情信息，有利于党委

政府掌握灾情动态和发展趋势，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
地减少灾害损失；有利于回应社
会各界关切，营造支持救灾工作
的良好氛围。”培训中，针对我州
部分地区曾经出现的灾情管理
职责不明确、业务不熟练、报送
不及时等问题，培训老师详细
讲解了自然灾害灾情统计工作
的相关内容，并要求各县（市）
培训人员要充分认识灾害形势
的严峻性和灾情信息管理的重
要性，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
化底线思维，加强组织领导，采
取有力措施，加强和规范灾情
信息报送管理，为开展抗灾救
灾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 张磊

甘孜日报讯 9月10日，白
玉县纳塔乡政府门前的草坝上
热闹非凡，该县技能培训课正在
这里举行，来自甘孜州康巴英才
培训学校的两位老师忙着为来
自该乡各村的牧民群众讲解摩
托车维修和挖掘机实操技能。

为进一步提高贫困群众的
实用技能，充分激发其内生动
力，全面助推贫困群众脱贫奔
康，白玉县以“就业扶贫百日行
动”为抓手，把技能培训作为精
准脱贫的突破口和助推器，大
力开展技能培训工作。

“我们这次培训主要是以
摩托车修理、挖掘机技术理论
和实际操作为主，分别为期20
天和30天，培训将采取因需施
教的教学方式，及时解决学员
在培训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该
县人才交流和就业服务局负责
人说。据悉，此次培训按照“短、
平、快”的培训原则，根据群众

所需所求，结合当地实际，实行
“订单式”培训。此次培训学员
共有83名，参训学员不仅免费
参加培训，每天还可以领取
100元的生活补助费。

“这样的技能培训实用接
地气，让我们在家门口就学到
了有用的知识，我们一定好好
学习，早日脱贫致富！”参训学
员阿扎感慨地说。

纳塔乡党委书记丹增扎西
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实用技能培训是实现精准脱贫
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下一步，该
乡将针对不同的技能需求，继
续加大培训力度，以“培训一
人、就业一人、致富一户、带动
一片”为目标，变以往的输血式
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确保广大
贫困群众都能以一技之长，带
动全家致富增收。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波 其麦拉姆

甘孜日报讯 为实现广大
旅客无纸化便捷出行，中国民
航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
航临时乘机证明”系统应用，截
至目前，四川13个机场已启用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实现无身
份证坐飞机，其中包括我州康
定机场。

据了解，“临时乘机证明”
系统的使用方法有三种，即在
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点击“民航
临时乘机证明”、用微信扫描小
程序的二维码；以及三在微信

“城市服务—交通出行”中点击
“临时乘机证明”选项。

进入系统后，旅客便可申
请临时乘机证明，完成根据页
面提示填写身份证信息、输入
手机号和收到的验证码、进行
实名验证、查看乘机证明、获
得电子防伪二维码等步骤后，
旅客凭此二维码便可办理值

机手续和接受安全检查，有效
期为15天。

旅客到达机场后，首先要
找到电子临时乘机证明设备，
在办理值机手续及接受安全检
查时只需使用机场设置的二维
码身份证核验终端，根据提示
读取手机电子临时乘机证明二
维码，并进行现场人脸识别、身
份信息匹配，即可完成相应验
证流程顺畅出行。

康定机场工作人员表示，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无疑是康
定机场又一亮点，既简化了旅
客办理流程，进一步改善了旅
客的出行体验，也有助于工作
人员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希望甘孜州其它机场也能尽快
普及“民航临时乘机证明”，为
更多乘机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
带来便捷。

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

提升应急管理人员
业务能力

白玉县

贫困群众热衷
培训课里“淘金”

康定机场

启用民航临时乘机证明

朱 德 明 于
1986年参加工作，
最早是理塘公路
分局 143K 道班作
业 养 护 员 。他 说

“辛苦”是他 30 多
年来对养路工作
最真切的感受：在
炎热的夏季，穿着
透气性很差的反
光标志服，在路肩
上 铲 草 皮 、清 垃
圾，呼啸而过的车
辆，在身旁掀起一
阵阵的热浪，仅仅
几分钟，就已经汗
流 浃 背 、口 干 舌
燥，身上的长衣长
裤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而最辛苦的
是数冬季的户外
作业，路面经常积
冰积雪，为保障车
辆安全通行，他们
必须不分昼夜地
扫雪铲冰，脸冻青
了、手冻肿了、脚
冻麻了，但只要路
没有通，就不能休
息，经常饿着肚子
一连工作好几个
小时。

虽 然 养 护 工
作异常艰苦，朱德
明却从来没有退
缩 。因 为 工 作 出
色 ，朱 德 明 在
1986 年 11 月被调
入乡城公路分局
七星岗管理站工
作 ，1988 年 他 被
调整到乡城公路
分局大雪山上工
作 ，1988 年 他 被
调入乡城公路分
局然乌班管理站
工 作 ，并 从 1990
年开始任然乌班
管理站站长。2007
年 4 月，朱德明调
仁渔洼仲管理站
任站长。

鱼 洼 仲 管 理
站距乡城县城有 5
公里，管养范围14
公里。从县城到青
德镇的路段是乡
城车流量最大的
路段，也是朱德明
的养护范围。该路
段在提档升级以
前，路面坑洼、灰
尘四起，还经常发
生坍塌或泥石流。
每年雨季，朱德明
每天都要骑着摩
托、带着工具，在
路上巡视，经常被
淋成落汤鸡；如果
遇到突发情况，他
还要就地展开排
险行动，有时一忙
起来就是几个小
时，连水都喝不上
一口。

身为党员的朱
德明，他始终以饱
满的精神发挥着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在工作中，他
一直坚持冲在最前
面。有一次大雨导
致他负责养护的道
路发生垮塌，通讯
也中断了，叫不到
支援他就一个人用
简易工具排险；他
的工友在天黑后还
没有联系上他，便
沿着公路一路寻
找，在发现他后，大
家和他一起投入排
险工作，朱德明却
说：“天黑看不见，
雨又大，太危险了，
我命令你们把工具
留下，马上撤离。”

当选为乡城县
政协委员的朱德
明，曾提出了不少
好的公路养护提
案，得到了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33
年来，朱德明所管
养的范围无一安全
事故发生，确保道
路安全畅通，为人
民群众便捷出行提
供了安全保障。

朱德明坚持把单位和班组的根
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办群众所需，力所能及的帮助同
事，尊老爱幼，处处先人后己，同志
关系融洽。熟悉他的人都说“朱德明
像是新时代的雷锋，不爱说话就爱
做事，而且经常主动帮别人做事”。

朱德明刚到渔洼仲管理站时，
该站只有5名职工，除了他自己其余
4人全是女同志，且班上只有他会骑
摩托车。为确保工友们上下班安全，
他长期坚持骑摩托车接送职工，每
天上班来来回回，一天就要跑10趟。
管理站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
想到班上4位女职工都上有老下有
小，所以只要不是特殊情况，他都不
要求班上的职工值班，自愿把值班
的任务揽下来，一年四季以班为家。

乡城县公路分局局长何飞告诉
记者：“朱德明在30多年的工作中，
始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他实际上
也代表了整个甘孜州公路养护人甘
于奉献、默默无闻的‘铺路石’精神。”

“成为一名道班工人，我一点也不后
悔，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班长，处处
为我们着想，处处帮助我们。”渔洼仲
管理站朱婧如此评价自己的班长。

朱德明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谱写
了一曲动人的生命之歌，也获得了
组织和干部群众的肯定。1993 年，
被 评 为 州 公 路 局“ 劳 动 模 范 ”；
1993、1994 年，连续被评为州公路
局“ 先 进 生 产 者 ”；2005、2007、
2010年分别荣获州公路局“十佳养
路工”称号；2007 年，荣获乡城县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此外，还多次
被乡城公路分局评为“先进个人”和

“工会积极分子”……在他的带领
下，鱼洼仲管理站也在2012年被州
委组织部评为“先锋模范岗”。

几十年的奋斗让朱德明获得了
众多荣誉，但在他看来，能亲自参与
见证甘孜公路事业的发展变化，比
获奖还要高兴。“以前是沙土路，路
面窄、路况差，随时都要用沙石填补
车辆轧出来的小坑，后来有了煤焦
油铺的路面，得用大锅架着把煤焦
油熬化了再铺上去，油烟烤得脸上
脱皮，一天下来，头发就被熏得结成
一块，梳都梳不动！“那时候所有的
工作都是工人们肩挑手扛地干出来
的；现在我们的工作条件比以前好
太多了，基本实现了机械化，道路虽
比以往宽敞，但工作不再那么辛苦
了”……回忆往事朱德明滔滔不绝。

工作岗位上的朱德明认真负责、
兢兢业业，但说起家庭，他却心怀愧
疚。朱德明有一儿一女，本来都是由
老父亲带着，老父亲离世后，女儿才1
岁多，家中无人照顾，朱德明只能将
年幼的女儿带到管理站，上班时将孩
子放在土箕里搁在公路旁边，下班了
才回道班上给她做吃的……“父亲一
直说对不起我，但是我却一直以他为
骄傲，也是他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影
响了我，我才有自己的今天。”说起父
亲，朱玲言语中满是自豪。

女儿艰难地带大了，可儿子的
成长他却从来没有参与过；为此，朱
德明曾经许下承诺“一定要多陪陪
儿子”，但是命运有时总会让人猝不
及防地陷入无法弥补的遗憾。

2013年5月14日，对于朱德明
来说是他人生中最悲伤、最痛苦的
日子。这天，他仅20岁、刚刚大学毕
业没多久的儿子发生车祸，与世长
辞。儿子的离开让朱德明遭受了沉
重的打击——儿子出事那个月他原
本要带上家人去旅游的，后来因为
工作的事，朱德明把旅游计划推迟
了一个月，谁知这个计划一推迟却
永远无法实现了。

痛失亲人对任何而言都是最伤
痛的打击。事情发生后，组织上给朱
德明批了一个长假，希望他好好调整
一下状态，不想他却在儿子下葬后的
第二天，就赶到班组上班了。班组人
员纷纷劝他在家好好休息几天，可他
冷静地说：“人都没了，我留在家里也
没什么用，还不如上班，在岗位上我
这个心才能定下来”。工友们知道他
对工作的态度，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大家发现，从那件事以后，朱德
明工作更拼命了，一刻也不愿意让自
己停下来，什么事都抢着干。“因为工
作，我欠家人太多了，有些债想还都
还不了，我只有更努力的工作，也许
这样他们就原谅我了。”时隔多年，朱
德明向记者吐露了心结。

“以养好公路保证畅通为宗旨，
‘路好我荣、路坏我耻’，全心全意养
好公路”是朱德明刚走上养路岗位
时，在笔记本里写下的一句话。这句
话陪伴了他33年，33来一直用实际
行动实践着这句诺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公路的质量
不断提高，公路还在延伸，朱德明还
将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下去，而新
的道班工人的故事也将和日益完善
的甘孜交通网络一起，不断延展。

身穿沾满尘
土的橘黄色工作
服，双手长满老
茧，说起话来磕
磕巴巴，虽戴着
一幅厚底眼镜，
但两双眼睛炯炯
有神……朱德明
给人的第一印象
很土但是很亲
切，和他“乡城最
美养路工人”的
名号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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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稻
城支行积极响应县委政府乡村
旅游产业振兴决策部署，积极
将金融活水引入稻城亚丁景区
民宿酒店配套建设之中，精准
创新农家乐贷款品种，滴灌景
区百姓民宿致富梦。

香格里拉镇仁村距稻城县
城80公里，是通往稻城亚丁景
区的大门和 4A 级景区稻城亚
丁、亚丁游客中心所在地，聚集
了一批特色藏式民居民宿，区
位优势和乡村民宿产业集群优
势明显，但因民居档次普遍不
高，无法较好的满足游客住宿
需要。拥一是该村土生土长的
藏族汉子，全家的开支单靠务
农和简单的民居接待显得捉襟
见肘，其配偶年迈多病，是该村
较为困难的农户，心中一直想
将原来5间民宿扩增至18间。

“我经营藏家乐民宿的资
金终于有着落了，自己经营的
旅游民居终于可以做大了！”8
月28日，拥一收到稻城县支行

1笔30万元农家乐贷款的到账
短信，眉头舒展开来。“以前没
有抵押担保申请贷款难上加
难，这次真的感谢农行农家乐
信用贷款，没有担保还可以贷
款，此外，旅游局还给我们贴息
60%，党的政策真好！光靠原来
的那几间民宿一年下来才收入
1万5，现在18间房装修后可以
把收入提高到15万元左右，我
的民宿老板梦就要实现啦。”拥
一盘算着，眼中充满了希望。

据悉，8月26日至28日，稻
城支行投放首批农家乐贷款 8
笔，金额205万元，其中包括赤
土乡甲拉村4户、120万元，仁村
2户、60万元，蒙自乡1户、10万
元，俄牙同乡1户、15万元。这些
信贷资金的注入将精准滴灌民
宿创业梦想，有力助推亚丁景区
民宿和农家乐提档升级，同时，
提升该区域的农家乐民宿民居
接待能力，解决该区域旺季游客
住店难的问题。

陈建军

农行稻城县支行

金融活水圆景区
百姓民宿致富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