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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森林草原防火
责任重于泰山

甘孜日报讯 丹巴县地处
大渡河干热河谷，随着气温回
升，气候异常干燥，森林火险等
级居高不下。加之随着企业复
工复产、“清明”祭祀等人员流
动大幅度提高，全县森林草原
防火形势十分严峻。为深刻吸
取凉山州森林火灾教训，丹巴
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落实有效
措施，全力以赴强抓当前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确保全县森
林草原资源安全。

力量下沉抓落实。全面落
实森林草原防火“十不准”和

“五包”的工作举措。县委、政
府一把手亲临一线指导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所有县级领
导、部门负责人到联系乡（镇）
蹲点督查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全面落实乡包村、村包户、户
包人、村干部和护林（草）员包
坟头墓区、祭祀点、煨桑点。自
4月1日至4日，县级领导到乡
镇、村开展督导工作 90 人次，
县林草局及相关部门开展督
查 280 余人次，森林草原防灭
火大队开展宣传巡逻 288 人
次，乡（镇）下村检查 308 人，
1157 名护林（草）员全员在岗
巡护，共出动车辆 63 台次，张
贴标语 2560 张，排查登记 262
个煨桑点和 17666 个坟头。构
建了各级党委政府负总责，各
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格局，
全县上下形成了人人都是防
火员的良好氛围。

强化督导抓问责。由县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牵
头，县林草、森林公安、国有林

保护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组成联
合工作组，全覆盖深入林区、村
寨、墓区、寺庙、施工企业等开
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督
查、打击”为一体的专项行动，
对野外火源管控不到位、火灾
隐患整治不到位、巡山护林履
职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以
铁的纪律促进全县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责任制全面落实。

排查隐患抓巡护。动员全
县所有力量再次对全县输变电
线路、民房、煨桑点和坟头等开
展拉网式排查，对标销号，完成
隐患整改。严格逗硬执行“封山
令”，在重点林区、地段设立森
林防火临时检查站的同时，在
各村主要路口设立森林防火临
时检查点，严查人员、车辆等进
山入林情况，严格管制林区火
源，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
山。全面实行网格化管理，盯死
看牢重点人群，全县巡山护林
员重点在田边、林边、坟场等重
点区域开展巡护，守住山头，地
块和坟头，全面管控火源。

应急准备抓扑救。全县共
储备消防桶 5000 只，消防铲
300把，便捷式水泵30余台，油
锯 10 余台，新旧帐篷 18 顶，发
电机 2 台等扑火机具。清明节
期间，县森林应急扑火队员分
成 5 个组，每天深入丹巴县五
条沟重点区域巡护宣传，靠前
驻防进行防灭火演练，同时各
乡镇义务打火队随时保持临战
状态，做到有备无患，确保遇到
火情能够第一时间实施扑救。

县融媒体中心
罗教卫 丹巴泽郎

甘孜日报讯 春季是防火
的重要时段。随着天气回暖，
大风天气较多，天干物燥，极
易发生火灾隐患，防火形势十
分严峻。4 月 3 日，在清明节前
夕，甘孜县各包乡包村联系领
导深入各乡镇、村组，通过座
谈、走访的形式抓实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

据了解，此次森林草原防
灭火宣传工作在甘孜县全县
22 个乡镇同步开展。在宣传
中，各包乡包村联系领导深入
传达了省、州、县关于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精神，要
求各乡镇、村组坚持不松劲、
不松懈，从强化防火意识、工
作措施、源头管控上全面加
力，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强
化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火意

识，加强对林区及周边村庄，入
山人员和学生的重点宣传，让
其认识到森林火灾的严重危害
性，营造防火保林的良好社会
氛围，确保防火意识深入人心。
同时各护林员戴好红袖标，做
好日常防火巡逻、野外火源管
理、火险隐患排查，随时做好应
急准备，确保一方平安。

自西昌发生森林火灾以
后，甘孜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县林草
局灭火大队第一时间安排部署
了相关工作，成立6小组，对烈
士陵园、万岁山、泥科乡、扎科
乡、达通玛这五个重点防护地
区进行24小时值班防护，并已
准备好救援车辆和灭火工具，
能第一时间到达突发现场。

县融媒体中心 向巴友珍

甘孜日报讯“都三令五申
了，不准带火种进山，你们咋不
听。你只图自己方便，一旦发生
火灾就害了大家。”4月7日，白
玉县麻绒乡德来村护林员扎西
正在教育企图蒙混过关的村民。

严格值守、严防火种进山，
扎西此举正是白玉县密织“防
火网”的缩影。近期是森林草原
火灾多发易发期，白玉县提早
安排部署，出台六条森林草原
防火硬核措施：一是责任落实
必须到点到位；二是宣传教育
必须深入人心；三是隐患排查
必须全面彻底；四是应急准备
必须未雨绸缪；五是火源管控
必须盯死看牢；六是应急处置
必须迅速高效。

为确保措施落地落实，白
玉全县上下齐心协力、担当作
为，责任到乡镇到部门到村庄
到人头，对辖区内森林防火严
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村两委
带班制度，严格执行火情报告
制度，确保防火信息传递畅通。

同时，层层签订森林草原防火
责任书，明确任务，分清责任，
不留死角。按照包组责任制，驻
村工作队员包村，村两委班子、
护林员、草管员、住户成立小分
队包组，真正做到山有人管、林
有人护、事有人抓、责有人担，
织牢织密森林草原防火管控
网，坚决打赢春季森林草原防
火攻坚战，为全县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营造良好环境。

近年来，白玉县压紧压实
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责任制，全县上
下凝心聚力、合力攻坚，森林草
原防灭火得到全面加强，实现
了连续三年林草“不冒烟”，并
荣获州人民政府去冬今春无森
林草原火灾县的通报表扬，同
时，全县应急处置全面加强，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确保了
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县融媒体中心 王颖
记者 谢臣仁

丹巴县

全力以赴防火于未燃

甘孜县

提高群众防火意识

白玉县

硬核密织“防火网”

甘孜日报讯“今年春天气温偏
低，大概要4月份左右才可以春播，到
时候县上会统一发放青稞、马铃薯、
小麦农作物的种子。你现在最主要的
工作就是赶紧翻地和施肥，将农具提
前维修保养好。”日前，正在新龙县大
盖镇竹青村田间指导村民白强耕作
的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总农技师马
春芳说。

为提早应对疫情对农牧业生产造
成影响，新龙县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的同时，结合该县实际有力有序推进
春耕备耕工作。

据马春芳介绍，去冬今春新龙县
因气候寒冷，回暖缓慢，春播预计在4
月中旬才能开展。目前随着气温逐渐
回升，农牧民群众都已开始做好整
地、施肥、增施有机肥、维修农具等备
耕工作，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也在宜
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开展春耕备耕指
导活动，整理了 90 余亩土地，陪肥

100 余方，调用各类农机具 23 台次。
“通过对往年农户的种植结构及市场
需求分析，今年全县预计总播种面积
5.13余万亩，其中青稞3余万亩，小麦
0.8 余万亩，马铃薯 0.6 余万亩，油菜
0.4余万亩，豆类0.03余万亩，中药材
0.06 万 亩 ，蔬 菜 1 万 亩（含 复 种 面
积）。”马春芳说。目前，该县春耕所需
农资已全部备齐。

为确保农资市场和农产品安全，
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联合相关部门在
春耕前对县城内农资和农产品经营门
店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发现的违规行
为，责令及时整改，对违法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切实规范农资市场经济秩序。

据悉，该局还安排技术人员，以网
络宣传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一
方面向农户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另一
方面向农户讲解实用科技备种和选种
的重要性和操作技能。

县融媒体中心 杨雪涛

新龙县：春耕备耕不误农时

添新景
让游客来了还想再来

走在平坦、宽阔的村道上，醉人的
春风扑面而来。那一片片桃树风姿绰
约，娇艳似火；一坡坡梨树蓊蓊郁郁、
洁白典雅。穿梭在梨树、桃树丛中，花
儿缤纷、灿烂；蜜蜂嗡嗡，彩蝶飞舞。深
吸一口气，空气中裹挟着花儿和泥土
的芬芳。

晨曦初露，或者夕阳西下，流连在
这天然去雕饰的村庄，古朴恬静，落霞
辉映，莺飞燕舞，株株桃花疏横写意，棵
棵梨树率先争春，再加上丝丝东风拂柳
絮，荡漾一池春水。“夹岸数百步，中无
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让人生出
无限遐思。

“大家抓紧时间，争取在四月中旬
就能够让游客欣赏到五彩斑斓的花
海。”中国月季学会理事、成都市温江区
的花卉专家刘国强正在现场指导村民
们种植花卉。

“这次种植的日本绯扇，红色大花
直径可达18公分；还有1984年从英国
引进的安吉娜、北京红、斯柯达，有 30
多个品种。利用甲居藏寨旅游公路边坡
20 余亩，建设花海项目，花期从每年 4
月到 12 月有 200 多天。我们是带花种
植，项目完工后，游客将在甲居藏寨欣
赏到瑰丽多姿的五彩玫瑰。”刘国强告
诉记者，在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趁甲
居藏寨景区还没有正式恢复营业之际，
接到丹巴县复工复产的通知，他立即带
领 3 名技术人员来到现场指导村民科
学种植花卉，确保成活率。

正在现场进行督导的甲居一村村
民甲呷告诉记者，这 20 亩是他家的土
地，被列为花海项目后，他除了每年以
每亩1000元获得2万元的土地流转费
以外，如果被吸纳为花海项目管理人
员，每个月还有1500元的务工收入。目
前，按照合作社安排，他主要在现场管
理村民施工。

挖坑、搬运树苗，在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村民格西拉姆按照温江区来的技
术人员要求，规范种植花苗。一人多高
的树苗，已经含苞待放。“疫情期间，村
民服从管理，宅家没有外出，现在疫情
刚刚好转，2月27日，合作社就马上组
织村民参加花海项目务工，我们一天有
100元的收入，为了减少疫情期间村民
受到的经济损失，除了技术工以外，村
委会轮流派村民参加务工。”格西拉姆
告诉记者，甲居一村的村民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过上了好日子，其实，对于 100
元一天的务工收入，村民并不是很看
重，但是为了让甲居景区提档升级，即
便免费投工投劳，大家也毫无怨言。

“勾缝再平整一点，条板石大小搭
配均匀一些，要让游客在我们修建的步
游道上走起来更加舒适。”拥忠格西和
砌匠们正在做花海项目步游道的扫尾
工作。作为技术工，他们将按照工程量
和工种的技术含量分配劳务所得。

“发展花海项目，是我们对甲居藏
寨景区提档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丹
巴县美人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梅彬告诉记者，“甲居景区缺乏标杆性
产品，主打优势不明显；主题产品品质
一般，在省内、区域内尚未形成领先态
势；主题产品规模有限，尚未形成结构
合理的产品体系；主题产品游客亲身参
与、深入体验不足；主题产品对文化特
色的挖掘不足、融合度不够，缺乏地方
文化的独特性和识别性。花海项目建成
后，可以弥补景区过于单一的短板。”

丹巴县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有20多
年的历史，从墨尔多山到大渡河畔，从
甲居藏寨到古老碉楼，丹巴这片古老的
雪域热土正日新月异，每天都悄悄发生
着变化。

创品牌
旅游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

丹巴县保存有国内最多的古碉群，
号称“千碉之国”。丹巴古碉群于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聂呷乡甲居二村村口就有
一座十五层的石碉，且当地村民家家户
户都居住在与石碉建筑技艺一样的石
木结构房屋中，聂呷乡甲居藏寨远近闻
名，吸引了无数游客。2019 年，丹巴县
聂呷乡甲居二村进入第一批入选的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地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发展乡
村旅游战略中，丹巴县将优秀的民族文
化通过现代艺术进行重新演绎和打造，
成为该县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大亮点。在
推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尤其重视对当
地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墨尔多
山、党岭风景区、莫斯卡自然保护区相
继批准为州、省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自
然保护区，中路古遗址、石棺葬墓群被
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传
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包装，赋予全新
的内涵，十三战神、女子成人礼、顶毪
衫、爬墙舞等极具丹巴特色的民族文化
尤为引人注目。

在旅游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中，该县
通过建设甲居景区游客中心、观景平
台、购物场所、光彩工程、安防系统、民
居提档升级；完善景区内步游道、标识
标牌等旅游基础和服务设施，推出全新
旅游产品；2016 年完成了中路景区规
划编制，启动中路景区开发建设；加力
推进党岭、长沙坝、牦牛谷、布科、墨尔
多、莫斯卡等景区开发和建设力度；完
善藏羌走廊·美人谷风情旅游线建设项
目及配套设施建设。

从 2019 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全
县宾馆饭店、藏寨民居接待户从业人员
和讲解员队伍培训；出台民居接待提档
升级、传统风貌等管理办法，引导村民
从传统农家乐向乡村民宿转型，为旅游
民居接待户设计开发推广“本土特色菜
谱”，使民居接待成为广大农牧民致富
增收的重要途径。

为进一步扩展旅游内涵，提高附加
值，成立丹巴县旅游纪念品（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中心，加快文化旅游商品开
发，推动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推广丹巴
手工制作、木工、绘画、雕刻等，培植新
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商品研发、生产能
力，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完善旅游产业
体系；建立诚信、规范、高效的文化旅游
商品营销体系。

加强对G350、G248公路沿线的特
色村庄整体规划打造，完成甲居三个
村、邛山一村、中路克格依村、梭坡莫洛
村以及东谷、半扇门幸福美丽新村等重
点村寨的旅游接待设施、标识系统和环
卫设施等建设；推进县境内“大、小金川
河谷百里梨花谷、桃花沟景观长廊”建
设；推出精品旅游村寨，积极发展观光
体验、乡村休闲、阳光度假、特色美食、
旅游节会等新兴旅游产业。

丹巴县通过建立“公司+政府+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共享机制，创
新推进农旅结合。全力做好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结合乡村实际，突出地方特
色，新建户和改、扩建户在申请乡村旅
游品牌时，必须提供符合地域特色、民
族特色的建筑物外观图，符合条件的
才允许申报。

中路罕额庄园是丹巴木土文化人
士设计装修，极具浓郁的嘉绒文化特
色，入住客人能够享受体验丹巴传统土
陶制作、传统木版画和嘉绒手工艺刺绣
等传统民俗手工艺，入选“乡村遗产酒
店”首批示范项目。

如今，“古碉·藏寨·美人谷”“丹巴
牦牛谷风光”“东女国故都”“大渡河畔
第一城”“天然地学博物馆”等旅游形象
品牌崛起，已成为丹巴旅游的代名词。

随着丹巴乡村旅游的兴起，在甲
居、中路、巴底、党岭等旅游热点地区，
逐步形成了农业、文化、旅游、贸易、加
工等综合性的特色产业链条。新时代，
新机遇，丹巴县正在谋划打造有多元主
体参与的涉旅综合产业链创新品牌，必
将为夯实脱贫攻坚成效和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最是一年春来时，草
长莺飞尽芳菲。

4月3日，美丽的丹
巴甲居藏寨景区风光秀
丽，犹如一幅浓妆淡抹的
水墨画。漫步其中，曲径
通幽，繁似星海的花朵密
密匝匝挂满枝头，红的像
火，紫的像霞。那一朵朵
恣肆开放的花让人满眼
滴翠茵蓝，四处花香扑
鼻，纯净的景，纯净的心
情，呼朋唤友，听莺歌燕
语，度悠闲时光，无论伫
立何处，用什么角度看
景，映入眼帘的都是迥
异、鲜艳的色彩。

“最美藏寨”整装待发
丹巴县强力打造涉旅产业链再树乡村旅游新标杆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技术人员在宜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开展春耕指导。

村民正在种植花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