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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说，现在牧民们了解到了染疫野

狗的危害，我们去处理这些野狗时，民间
的阻力一下就小了，工作也好做了。

如果没有见过石渠等地成群结队野狗
的疯狂，没有人会明白规范犬只管理为什么
会成为包虫病防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如
果不了解满世界乱跑的野狗会把包虫病卵
带到它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从而可能让那些
地方的人都患上包虫病，没生活在这个地方
的人也许会以为，这里所说的规范犬只管理
是针对宠物犬不要在街头随地大小便。

石渠县城所在地叫尼嘎镇。县城边的
尼嘎一村曾经有一个叫翁姆的村民，2002
年，她还不到50岁。有天清早，她去另一户
人家取回昨天忘记带回家的水桶。两家住
的距离不远，不过一百来公尺。谁知，走到
半路，两条野狗向她冲过来，翁姆并不害
怕，她从地上捡块石头，打在了冲向自己的
野狗身上，那条狗痛得狂叫起来，更凶恶地
扑向她。她一边咒骂着，一边又弯腰捡石
头。一不留神，另一条野狗一下就冲到了她
身后，咬住了她衣服的后摆，把她拖倒在
地。更可怕的事瞬间发生了，可能是听到了
自己同伴的叫声，从四面八方突然冲来了
六、七条狗，它们围上来一起乱咬倒在地上
一时站不起来的翁姆。翁姆惊恐地大叫，围
住她撕咬的狗也不住地狂吠。吵闹声惊动
了村民们，人们手持木棍、扫把气势汹汹地
冲出来，抓起石头猛打，才把这群野狗赶跑
了。可是翁姆伤势十分严重，一只眼睛被咬
瞎了，浑身上下被缝了将近300针，住了一
段时间院后，终因伤势太重而离开了人世。

2017年7月在石渠采访时，恰好碰上
家也在尼嘎一村的妹珠。妹珠36岁，因患
包虫病，2017 年 4 月才在康定做了手术。
说起翁姆的事，她说她也知道，前些年，就
是2007年、2008年也是这样，路边净是一
群一群的野狗，这群才跑开，另一群又来
了，出个门都提心吊胆的。妹珠在县中学
做炊事员，每天下班了回家前，先要在自
己怀里装上一大包石头，还得约上几人同
行才感觉安全些。没有人同路的话，她只
好等爱人来接，家里有辆旧车，坐在车上
才放心。有些时候，爱人有事不在家，没人
接她，又等不到同行的人，如果恰巧又碰
上家里有事，真是急死人了。

野狗伤人的事件不仅在石渠发生过，也
在色达县城发生过。2005年夏天的一个上
午，一位外地来的女游客在县城中心的广场
游览，随时都蜷缩在广场附近的一条野狗不
知为什么老跟在她身后。她走它也走，她停
下脚步，它就歪着头看她，喉咙里发出威胁
她的低沉的呜咽声。她由于害怕，尖叫着跑
了起来，这下不得了，一群野狗蜂拥而来，跟
在她身后又叫又咬。幸好临街商铺的人们都
赶紧冲出来，才把那群野狗撵跑了。万幸的
是，女游客只是小腿肚上被咬了一口，伤得
不深。送医打了狂犬疫苗，真心实意的道歉
虽然赢得了游客的原谅，但在色达县城内各
自盘踞一个地方的几群野狗成了人们的心
病，如此下去威胁大家的安全啊！

人们在讨厌这些野狗惹事生非，给路
人安全造成威胁时，想的最多的被野狗伤
了可能会得狂犬病，几乎没有人想过，这
些野狗身上还带着包虫病的虫卵，而这种
威胁更难让人觉察。

“石渠经验”中，有一条就是抓好对狗
的管理，实施“犬只规范管理专项行动”是
从登记、统计抓起的。

石渠究竟有多少条狗？其中，有主人
管理的狗有多少条？没有人管理的野狗又
有多少条？邻县有多少条狗？全甘孜州18
个县有多少条狗？这样多的狗中，有多少
是携带包虫病卵的？不仅是石渠，而是全
州各县都在做这件事。

以前在农牧区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统
计工作，名目繁多的生产、社会、经济、文化
各个方面的情况统计，如人口数统计、土地
数统计、牲畜数量统计，可从来没有人统计
过狗有多少只。这一统计，让人们突然感觉
到，就是这种人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动
物，与人类的关系真是太密切了。

有人说，狗来源于狼。人把狼驯化成
自己的帮手，原先主要是用以看家和打
猎，还有放牧。因为狗的嗅觉和听觉都非
常灵敏，现在这些人类帮手的工作也越发
细化了，有的成了警犬，有的成了缉毒犬、
搜救犬等等。而在牧区，除了看家、放牧
外，狗的用途没有别的明显变化。

牧场上的狗，因为体形和外观的原
因，没能成为人们的宠物。前几年，有人到
牧区来寻找一种巨大的狗，这种狗有个共
同的名称，叫做藏獒。但这种特别巨大的
狗似乎不多，一些想发“狗财”的人兴奋了
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

（未完待续）

人与“虫”的较量

甘孜州包虫病综合防治报告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办

报告文学连载
甘孜日报讯 为夯实基层基础，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近
期丹巴县有序推进公共服务工作，进一步
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从收集民情民意，再
到精准提供便民服务，抓好四项工作，全面
推进社会治理常态化。

抓疫情防控，开展“一对一”帮扶。设
置专人在政务大厅入口处，全天候对办事
群众进行体温监测和实名登记，确保政务
大厅安全有序。同时，引导群众“网上办、
快递办、预约办”。截至目前，通过“不见
面审批服务”方式，办理审批服务事项
1500余件次。

抓办事集中，实现“一门式”服务。围绕
审批服务事项“三集中、三到位”目标，全力
推进审批服务事项向政务服务大厅集中，
完成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的审批服务事项
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达70余
人。设立综合咨询导办专区、便民服务自助
区、休息专区，开通政务快递免费送达服
务，配备电脑、自助办税设备等便民服务设
施，推行现场办事引导、帮办代办等服务，
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抓流程规范，推行“一窗式”办理。以
“最多跑一次”为目标，精简流程和材料，缩
短审批服务时限，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提质增效。同时，紧盯群众身边的“实事”

“要事”，创新服务举措，深入推进“一窗办
理”综合改革，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
感。今年以来，办结审批服务事项7万余件
次，限时办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业务
工单63件，解答群众咨询800余人次。

抓线上服务，推开“一网式”通办。深
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完善四川政务服
务网络和移动 APP 功能，21 个行政许可
部门、255 项审批事项统一进入一体化平
台办理，全力推进“一网通办”力度，特别
是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逐步
实现政务服务精准化、便捷化、效率化和
移动化。

县融媒体中心 李春宏

◎甘孜县融媒体中心 熊正茂 文/图

消 息 树

“小治理”
促“大平安”
丹巴县多措并举提升
便民服务效能

10月2日，《中国正在说》脱贫
攻坚特别节目《天路——脱贫攻坚
的德格实践》播出。节目中，演讲人
的精彩故事和专家的诚意点评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鸿源与
一群同样为改变高原教育面貌默
默耕耘的支教老师和志愿者，通过
教育扶贫，让这里孩子的未来有了
无限可能。

姚鸿源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队
员，如今，他在海拔4000米锻造了
一支高原足球队，为贫困地区的孩
子们连通“大山”与“世界”。他说，在
对口支援的两年里，最开心的日子，
就是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踢球。

他说，这支足球队名叫马尼干
戈 片 区 寄 宿 制 足 球 队 ，成 立 于
2016 年，球队曾在甘孜州校园足
球联赛中获得了全州第二名的好
成绩。“在球队中，我有很多得意的
门生，比如根日尼玛和大巴珍。”

去年7月25日，绿公益足球赛
在成都开幕，孩子们终于有机会触

摸到了职业足球。由于他们的足球
队训练时间不够，训练水平有限，小
组赛频输球，姚鸿源很担心对孩子
们的自信心造成巨大打击。可是，以
根日尼玛为首的孩子们不论比赛输
多少个球，依然保持着昂扬斗志，他
们相互加油，全力拼抢，这种进取心
和抗挫性远远超过了成都的孩子。

去年7月27日，成都龙泉驿区
阳光城足球场成都兴城与福建天
信的比赛场上，马尼干戈片区寄宿
制足球队的孩子们作为中国足球
协会乙级联赛主场比赛的牵手球
童，与运动员一同入场并全程观看
比赛，与现场球迷一起为球队呐喊
助威，现场感受热烈的职业足球比
赛氛围。

去年，德格县第一支女子校园
足球队也在这里诞生了。“2019
年，和大巴珍第一次见面时，她在
场边腼腆地问我，教练，女孩子可
以踢球吗？我笑着问她，你为什么
想踢球？她思考了半天，含蓄地挤

出了几个字，好玩，可以像男生一
样去成都。”

“孩子的梦想建立在他们的眼
界和认知上。两年的陪伴时间有
限，但接下来的情缘却是无限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学会坚持，习惯
坚持，因为坚持是他们实现梦想的
唯一路径。最好的虫草在学校，最
好的发展在课堂，让我们一起为德
格的教育加持赋能，为孩子们美好
的未来奋斗拼搏。”这是姚鸿源两
年与援助德格，默默支持德格学子
通过足球打开世界大门的初衷。

节目中，点评专家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说：你们这
是真扶贫，让孩子们充满希望，我们
走的是和西方不同的路，社会主义
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平等接受教
育和医疗的权利，中国为什么能这
么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其中原因之
一就是我们优先发展了教育和医
疗，所以今天在新的时代，扶贫攻坚
支持教育和医疗发展，仍然是最重

要的事。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秘书长白钢说：大学之道，一是以修
身为本，人人都有通过教育来提升
自己，改变自己的可能；第二，从国
家的层面来说，需要为具有这样意
愿的人提供相应的条件。伴随着新
中国的事业，藏族文化本身较之过
去，有了长足的发展，拥有了一个比
过去更广阔的基础。

去年 10 月，在姚鸿源的努力
争取下，在中国足协的大力支持
下，马尼干戈片区寄宿制学校入围
首批支付宝公益基金的“追风计
划”。得知消息的那天，姚鸿源高兴
得一晚上睡不着觉。这样一个持续
三年共计20万元的足球发展基金
和价值10万元的培训发展支持长
期投入计划，能让这群孩子们能更
系统地接受足球教育，培养出多位
足球教学能手，让这里的孩子们能
真正的实现梦想——走出大山，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巴珍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

姚鸿源：用足球连通“大山”与“世界”
◎德格县融媒体中心

甘孜日报讯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中央、省、州、县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决策部署，按照白玉县安全生产“排险
除患”集中整治工作及“铸安2020”专项监
管执法方案，近日，白玉县应急管理局在四
川 鑫 源 矿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开 展“ 铸 安
2020”专项检查暨清单制管理督查工作。

本次检查以整改复查为重点，对前期
通过“专家+执法”在矿山井下、选矿厂、尾
矿库作业现场和内业管理资料进行专项执
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进行复查，坚持
执法与服务相结合、资料与现场相印证的
原则，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检查组在鑫源矿业有限公司指挥调
度室对矿山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
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
自救系统、通信联络系统进行逐一调度，
确保“六大系统”正常运行。在清单制管理
督查工作中，检查组要求，清单制工作已
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企业要将清单细化到
具体岗位、责任具体到人，建立全覆盖安
全生产清单制体系，实现安全生产责任

“零缺位”，推动各层级、各岗位人员知责
履职、正确履职，减少和遏制生产安全事
故。同时还要求企业要贯彻落实白玉县
2020 年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暨今冬
明春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安排部署会议
精神，加大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把
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县融媒体中心 罗文婕

白玉县应急管理局

排险除患
筑实安全堤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康定市人社
局获悉，该市2020年民居旅游接待“创业+
技能”培训班在雅拉乡王母村圆满结业。

据了解，此次培训邀请了国际饭店与
餐饮酒店行业协会的专业老师，采取理论
学习、现场教学、分享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授课，课程就如何创新思维、转变思路，
挖掘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阐述，讲解了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的最新
实践案例，并对特色菜品烹制、酒店管理、
客房服务、商务礼仪、导游解说、消防安全
等内容逐一进行讲授。同时，培训老师充分
利用十月旅游黄金期，精选了几个有代表
性的民居旅游经营点，采取老师、业主与游
客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为学员提供了鲜活、
丰富的现场教学，深化了教学内容。

据悉，来自该村 40 名农家乐、民宿业
主参加了此次为期10天的培训。

李程 见习记者 周燕

康定市

“创业+技能”
培训助力乡村游

张君舫正带领孩子们打拳。

张君舫、杜超（左四）和孩子们在一起。

◎贺先枣

推掌、出拳、踢腿，一招一式，虎虎生威……10月21日下午2点，甘孜县边远牧区育才学
校活动中心，一群精神饱满的少年，正在教练张君舫和杜超的指导下学习武术。这是由两位老
师组建的高原雏鹰武术队的日常训练。

“高原雏鹰”放飞

张君舫是成都市龙泉驿区
对口支援教师，是国家武术套
路一级裁判员、国家武术套路
二级运动员、国家跆拳道一级
裁判员、国家跆拳道二级运动
员、国家大众跆拳道中级教练
员，曾为资阳市跆拳道、武术队
培养出10多个四川省跆拳道、
武术比赛冠亚军，有极强的专
业训练能力。今年8月底，张君
舫被龙泉驿区教育局选派到甘
孜县支教。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孕育着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让中华传统武术进入甘
孜学子的课堂，既能增强学生
的体魄，还能锻炼学生的意志
……今年7月，同为龙泉驿区对
口支援教师的杜超萌生了在甘
孜县创建一支武术队的想法。

作为有专业技能的体育老师，
张君舫到达甘孜后，与杜超一
拍即合。

说干就干，经过前期筹备，
两人于9月初正式组建“高原雏
鹰武术队”，招募的17名队员均
为本校学生。为了不耽误队员
的正常学业，两位老师和全体
队员放弃休息时间，将训练安
排在每天中午午休、下午学生
放学后及队员班级体育课上集
中进行。

甘 孜 县 地 处 高 原 ，海 拔
3000多米，平常人连走路快一
点都会气喘吁吁、心跳过快，更
不要说武术项目中包含诸多腾
空、翻转、跑、摔等高强度的动
作。但两位老师克服高反，克服
在高原生理上的种种不适应，
坚持每天训练、示范，一拳一

腿、一招一式
反复教学。

如果说身
体的不适，尚能
自己克服，但语
言交流却是教
学过程中最大
的障碍。育才学
校学生大部分来
自甘孜县偏远牧
区，部分低年级
的学生听不懂汉
语，两位老师只
得一边在练习中
贯穿语言教学，一
边利用手势反复引
导训练，确保学生掌握
每一个动作要领。

罗布扎西是高原雏鹰武
术队的一名队员。对于罗布
扎西来说，武术以前只在电视
和书本上见过，加入武术队，第
一次真实接触武术，便爱上了
武术，每晚回家他都要反复练
习，几天下来，便学会了掌、拳
的基本功。

像罗布扎西一样，经过反
复摸索、练习，在短短的 20 多
天时间里，17 名队员便熟练掌
握24式太极拳和初级洪拳及长
拳。在近期举办的四川省川南
五市武术套路邀请赛中，“高原
雏鹰武术队”“大展拳脚”，一举
摘获四金五银和团体一等奖，
两位老师也获得“优秀教练员”
的荣誉称号。

传统武术进校园，不仅能促

进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也是

弘 扬 民 族 传 统 文
化，发展全民健身
的有效途径，对于
边远牧区的孩子来
说，学习传统武术
的意义更为深远。
作为高原雏鹰武术
队的创办者，张君
舫表示，将进一步
把自己的专业知识
传授给学生，努力
让更多的孩子学
习中华武术，让中华
武术在甘孜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