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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孜 气 象

甘孜日报讯 为应对下一轮
强降雨天气，进一步提升全县防
汛减灾救灾能力，近日，雅江县通
过以会带训的方式组织县级相关
部门和 16 个乡镇主要负责人以
及重点施工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开
展业务知识培训。

在培训中，主讲老师结合该县
长期防汛减灾的工作经验，通过具
体案例，从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
灾害的基本类型，境内有哪些地质
灾害，如何防治滑坡、泥石流、崩塌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生动、精彩的
讲解。通过培训，让参会人员的防
汛减灾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防汛
业务知识和能力进一步系统化和
规范化，科学决策、指挥调度和快
速反应的综合能力进一步增强。培
训结束后，该县对下一步防汛要
点、值班值守、隐患排查、监测预警、
避险转移、应对处置、应急保障、责

任落实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悉，自进入主汛期以来，该

县要求各乡（镇）、各部门和重点施
工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
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弦，把防汛减
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抓实抓细，
抓出成效。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以严的要求、实的举措，坚决把“以
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要求落到
实处，坚决打赢防汛减灾安全度汛
这场硬战。同时，压紧压实防汛减
灾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
防灾人员直接责任，将责任落实到
最小工作单元，以雨情汛情为命
令，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
守。加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应对
知识宣传，丰富宣传形式，扩大宣
传覆盖面，确保家喻户晓，提高全
民防汛减灾、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和
避险自救能力。

县融媒体中心

雅江县

加强防汛减灾培训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甘孜日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
实汛期防“跑船”八条措施，切实
抓好船舶安全度汛，连日来，泸定
县交通运输局、县应急管理局和
县水利局、烹坝镇等部门乡镇组
成联合工作组，对全县无证照、破
旧船舶进行全面排查、清理。

笔者在烹坝镇看到，工人们
正在对船舶进行切割，拆除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截止
目前，共切割无证照、破旧船舶8
艘。对于正在办理手续的船舶，将
严格按照主汛期船舶安全停泊防
范措施，加固船舶系缆桩、严防

“跑船”事故发生。
前期，工作组还组织相关企业

学习了《关于巴中市巴州区7.10“跑
船”和渠江水域“跑船”事件的通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严格落实
汛期防“跑船”八条措施、切实抓好
船舶安全度汛工作的通知》以及《主
汛期船舶安全停泊防范措施》，希望
企业思想上要高度警醒，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认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企业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部门工
作，坚决不发生“跑船”等影响安全
的事件，确保安全度汛。

县融媒体中心 姜晓丹

泸定县

开展安全检查严防“跑船”

甘孜日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
央、省、州领导关于防汛减灾和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康定气象站从气象预警体系
建设、发布及日常管理等多方面
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做好气
象保障服务，筑牢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

坚持汛前及时收集更新各备
案部门及乡村预警服务对象信息
名单，为汛期气象预警有效及时
发布打下坚实基础；抽调技术人
员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开展气象

信息员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气象
信息员对气象工作的认识和了解，
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广大群众灾害
自救互救能力；通过参与康定市森
林草原防灭火、气象灾害风险普
查、防汛减灾等工作，加强与地方
政府各部门的沟通协作，将气象服
务主动融入政府主要工作，主动向
各级各部门领导及普通受众发送
各类气象服务产品，为地方领导及
广大群众防灾、减灾和日常生活等
提供科学参谋依据。

杜清友

州气象局

开展易燃易爆场所
防雷安全督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加力推进乡村振兴

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
资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农
作物产业发展的关键就是良种的培
育。而青稞产业发展的兴旺首先就要
在种子上做文章。

今年 3 月，由州农科所和省农科
院作物所合作选育的康青11号、康青
12号和康青糯1号这3个青稞新品种
成功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
物品种登记。一次性通过 3 个品种登
记（审定）和黑色青稞品种、糯青稞品
种登记（审定）在我州均属首次。

近年来，州农科所青稞研究室依
托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甘孜综

合试验站和省、州级青稞新品种选育
与推广项目，切实加强青稞新品种合
作研发力度，不断增强我州青稞新品
种选育与推广能力，选育出适宜我州
推广种植的青稞新品种。取得的多项
研究成果与应用，为全州青稞产业发
展及产业扶贫提供了科技支撑。

州农科所所长杨开俊向记者介绍，
在国家科技项目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
州青稞育种专家在青稞应用基础、品种
选育、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先
后选育和改良青稞新品种35个，培育出
康青9号、康青10号、康青11号、康青12
号和康青糯1号等最新青稞优良品种。

“青稞籽两棱，粒大、糯性好，可做精米；
黑青稞，穗短产量低，但营养价值高……
我们通过实验栽培，选育出适合不同高
原区域、不同需求的新品种，这是基于不
同时代、不同农业发展对品种需求不同
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杨开俊说。

高原地区的粮食安全就是青稞安
全。据杨开俊介绍，我州的青稞现如今
是以良种供应和研发多元产品两个发
展方向为主，而青稞的育种也从一开始
传统的农家品种选拔，到生物技术为主
的自育高产品种、自育高产高品质兼顾
品种，再到现在的多元、优质品种阶段。

同时，我州总结出高产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4套，建有国家青稞原种基地、国
家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四川省青稞育种
基地。2020年，由州农科所主持研究的

《四川藏区优质高产青稞新品种选育及
应用》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据杨开俊介绍，上世纪 50 年代，
我州青稞平均亩产由过去的 30-50
公斤提高到了 50—60 公斤，上世纪
90 年代，青稞平均产量达到 150 公
斤，到2010 年，青稞平均亩产达到了
200公斤以上。近五年来，我州青稞亩
产超过210公斤，取得历史性突破，创
下了全国涉藏地区 12 个类型青稞产
区中春青稞产区的最高纪录。

探访我州青稞产业链

看一粒青稞“变身记”

不畏海拔之高，可抵岁寒风霜。

美食糌粑，育十方百姓，暖藏汉黎民。

青稞俗称裸大麦，作为青藏高

原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之一，已有

35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以生育

期短、耐寒性强的特点，扎根于高

海拔地区，为农牧民提供着源源不

断的生存能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消费理念的转变，青稞这一藏民族

的传统口粮渐渐走进普通大众的

消费视野。青稞粉、青稞饼干、青稞

面、青稞饮料……一系列青稞精深

加工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并收获赞誉。

我州是四川最大的青稞生产

区。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推进，为提高青稞产业的科技含

量，我州通过品种改良、规范种植、

产品开发等，为传统产业插上科技

“智慧”的翅膀，使其焕发蓬勃生机。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周燕 文/图

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意味着相
关产品的投产和原材料需求的增长，
而这正是帮助农牧民群众增收的有效
手段。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不仅收购价
格比市场上高，而且还解决了我们销
路难的问题。”7月26日，在甘孜县格
萨尔青稞文化产业园仓库外，斯俄乡
霍古都村村民冲仁孜拿到刚刚卖青稞
的钱，喜笑颜开。

甘孜县是我州的农业大县，也是
全国青稞商品粮基地之一，青稞产量
占全州的七分之一，由于缺乏深加工
企业，青稞产值低，每亩收入仅在450
元左右，群众增收脱贫困难。为增加青
稞附加值，甘孜县积极引进上海贝玛

食品有限公司，建立集青稞加工和观
光体验一体化的甘孜县格萨尔青稞文
化产业园。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营后，每
年收购青稞原料7700吨，带动了农业
转型升级。

自从产业园建成开园后，霍古都
村的青稞都被产业园统一收购，村民
们都把自己家多年的荒地开垦出来，
种上了青稞。“目前，青稞指导价为黑
青稞2.5元/斤，白青稞是2.2元/斤，每
斤高于市场价 6 毛钱，这大大提高了
老百姓的种植积极性。”王建利介绍，
目前产业园已收购青稞原粮 260 万
斤，当地老百姓实现增收600万元。

“今年9月份待青稞新粮收完后，
我家的青稞就会全部卖到产业园，预

计有 2 万元左右的收入。以前家里种
的青稞价格低，还经常卖不出去，只能
堆在家里，一不注意就会被老鼠偷吃。
产业园建起来之后，我们家的青稞不
仅被及时收购，我还可以来园里打
工。”仁果乡八村村民扎西严扎告诉记
者，“2018年产业园刚建起，我就在这
里当内包装机器操作员，每个月有
3000 多元工资，收入比以前高了，生
活也更稳定了。”

王建利说，自成立以来，产业园就
坚持“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产业
化经营战略，不仅在青稞种植上带动
农户增收增产，更是直接吸纳当地人
员实现就业。

据介绍，青稞加工业还创造了近

千就业岗位。去年春节前夕，来自甘孜
镇、呷拉乡、南多乡、生康乡等地的
800 多名农牧民共领到了 1000 万元
劳务工资。目前，该园区生产加工线也
已经投入生产阶段，解决贫困人口就
业24人，人均月工资3000元。

领到劳务工资的生康乡四村村民
土登扎西激动地说：“往年没地方挣
钱，今年在家门口就挣到了钱，谢谢政
府引进企业，也谢谢企业给我们提供
了就业机会。”

提升自身价值，扩大企业发展空
间，农牧民群众增加了收益，青稞产业
稳步提升……小小的青稞，在乡村振
兴战略和科技的推动下，实现了华丽转
身，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种子”。

任何农产品的发展都是将其所在
价值最大化开发，精深加工就变得尤为
重要。于青稞而言，炒面、糌粑，这种最
传统的加工方式已经无法支撑产业的
壮大发展，不断挖掘青稞的内在价值成
了我州青稞产业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提升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2018年9月甘孜县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一家公司，在呷拉乡建立了以青
稞产业为核心，青稞文化与格萨尔文
化为特色，集川藏地域特产、产品加
工、休闲观光、科技培育、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现代青稞文化园——甘孜县格

萨尔青稞产业园。
产业园占地面积63.24亩，建筑面

积2万多平方米，总投资达1.5亿元。园
区生产线分别是青稞粗加工及精加工
生产线，生产线在2019年9月进入试
生产，去年10月产品正式进入市场。

在产业园里，伴随着机器嗡嗡的
运作声，加工线上奶香四溢的青稞饼干
通过压膜、烤制等工序被工作人员装进
包装袋，运往上海、北京等地区销售。

“将青稞做成饼干是我们在做了
深入的市场调研后做出的决定。通过
这一年的销售，青稞饼干在市场上有

着一定的知名度，也深受消费者喜欢，
事实也证明，青稞饼干有市场，而且还
不错。”甘孜县格萨尔青稞文化园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建利告诉记者。

“目前园区的青稞产品有青稞生
粉、青稞熟粉和不同口味的青稞饼干，
青稞面包、青稞蛋糕等产品正在研发
中。”王建利介绍，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市
场包括涉藏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和东
北地区，目前销售收入近1400万元。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生理功能
元素，是世界麦类中β-葡聚糖最高的
作物，营养成分比小麦高50倍……青

稞的精深加工，不光是大众产品的研
发，还能在健康食品领域进行高端产
品的研发。

“我们的青稞饼干非常有市场，但
仅仅只局限于大众产品，还无法在市
场上站稳脚跟，仍需改变思路在精深
加工上找突破。”王建利对记者说，经
研究发现，青稞麸皮中麦纤素含量很
高，是代餐产品的主要成分，若将此开
发好，其附加值会远远高于青稞饼干
等产品，下一步，公司就会在青稞健康
食品上下功夫，将每粒青稞的价值“吃
干榨净”。

甘孜日报讯 8月1日晚，在“2021
文旅市集·杭州奇妙夜”暨杭州文旅消
费季活动上，全球好物推荐官、杭州旅
游推广大使薇娅在理塘县展区，与四
川文旅大使丁真直播连线，推广雪域
高原特产牦牛肉产品，5 分钟销售
14000余份，金额达60余万元。655万
人观看本次直播，412.9万人点赞，打
响“杭甘“”塘塘”对口支援品牌。

本次活动上，理塘设置了专门的
展馆，作为钱塘和理塘“塘塘”牵手后
的首秀，“理塘乡村振兴体验馆”展示

区以红色为主基调，融入浓郁的民族
特色，在整个展馆格外显眼。进入展
区，热情的藏族姑娘主动奉上浓郁的
酥油茶，搭配酥脆的青稞饼干和味美
化渣的牦牛肉干，让人仿佛置身辽阔
的川西高原。

现场可以看到酥油茶、青稞饼干、牦
牛肉干、高原蜂蜜、人参果、俄色茶、黑木
耳、蓝莓干、藏香、乌朵、妮热手工包、藏
戏文创、手工香皂等高原特色产品有序
地陈列在橱窗内，松茸、虎掌、党参等十
几种极地产品陆续开放线上预定。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体验馆是以
理塘为主的川西高原少数民族地区脱
贫成果、文化的展示，以及特色产品的
销售平台，项目以“线下体验+线上销
售”的模式运营。去年11月11日首店
在成都落地，线上平台“高原上”也已
把理塘产品销往了全国。今年 7 月 15
日，由钱塘区和理塘县共同设立的“塘
塘真甄”理塘县特色产品体验馆也在
钱塘区文泽和达城正式揭牌。随着钱
塘区与理塘县合作的不断深入，将会
有更多项目和措施致力于理塘乡村振

兴的具体实践，推动高原产业发展，助
力当地人民稳定增收。

据了解，浙江帮扶甘孜工作队自
入川以来，围绕推动甘孜州高质量发
展，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
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的意义”来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工
作，积极探索对口支援的新途径、新方
法、新模式，通过“线下体验+线上销
售”模式实现特产展销，切实增加老百
姓收入。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周丹

5分钟销售60余万牦牛肉产品
理塘特产在杭州钱塘销售热

价值升级 群众增收

产业基石 开发为重

强农固本 良种先行

王建利同工作人员商议产品研发制作情况。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气象局与泸
定县应急管理局组成联合工作组，开
展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专项检查。

工作组结合安全生产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对企业建立防雷安全
责任制、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安全
保障措施、防雷安全定期检测报

告、应急预案、防雷安全隐患排查
和整改落实、防雷减灾知识培训等
进行督导检查，同时向防雷重点单
位发放防雷法治和科普宣传资料。
工作组还针对检查出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

刘肖雪

州气象局

召开2021年人影
岗前培训会

甘孜日报讯 日前，州气象局
组织召开 2021 年全州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人员岗前培训暨车载火
箭年检会议，四川省人影办专家、
西安中天火箭厂家专家到会指
导。全州18县（市）40余名人影作
业人员参加培训。

会议对2020年全州人影工作
进行全面总结，并就2021年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省人

影办专家就人工影响天气基础知
识、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等进行
了详细的讲解；西安中天火箭厂家
专家就WR-1D车载火箭工作原
理、操作使用及维护、弹药物联网手
持终端操作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等
知识对参训人员作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期间，省、州人影办专家还对各
县（市）车载火箭系统进行了年检。

郑鹏

康定气象站

筑牢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

防汛减灾 刻不容缓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