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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8月10日，
得荣县茨巫乡党委政府派出
10行政村片区负责人、包村干
部深入各村督促协助开展防
汛应急演练工作，提升干群应
急处置能力。

为确保演练工作落到实处，
该乡成立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防汛应急演练专题
会议，对此次防汛应急演练工作
任务进行了分解、量化，并要求
各村要提高认识、明确工作责
任，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演练中，各村结合实际

设立 1-2 处安全避难场所。
随着一声令下，预警铃声响
起，在各村民兵有序组织下，
村民们平稳有序地撤离到了
预定的安全避难场所。活动
后，各片区负责人、包村干部
围绕近期松茸采挖期间安全
生产、防汛抗旱、疫情防控、
森林草原防灭火、天府通办
APP注册等重点工作用通俗
易懂的本地语进行广泛宣
传，确保近期各项重点工作
有效有序开展。

县融媒体中心

得荣县茨巫乡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防汛减灾 刻不容缓

甘孜日报讯 项目攻坚
稳增长、招商引资增动力、文
旅融合增活力……今年以
来，新龙县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全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立足县情特点，创新产
业发展路径。引进川酒集团
共同注资成立“四川省雪域
雄鹰酒业有限公司”，推出
46 度虫草大酒、虫草礼盒装
及 46 度松茸酒 3 款产品，完
成营收2370万元；建成集旅
游住宿、特色产业于一身的
仁乃农旅综合示范园区，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产业
结构，走出县域经济发展新
路子。

严格各项制度，强化项
目建设监管。全面清理政府、

市场投资项目，采取发点球
的方式，明确项目建设各阶
段任务。争取浙江、宜宾对口
帮扶项目 20 个，总投资 2.1
亿元，出台对口支援新龙项
目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建设
项目运行情况监测；落实县
级领导挂联项目以及“红黑
榜”制度，有效推进项目建设
工作。

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项目
加快推进。重点解决征地、拆
迁、安置、资金筹措等一系列
问题，为项目加快推进提供强
劲支撑；严格按照项目管理权
限，做好项目立项审批、备案、
招投标监督管理等工作，优先
办理事关民计民生发展的35
个项目，提高审批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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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县

多举措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川农大专家服
务团队赴色达县开展“科技下乡万里
行”活动，前往色尔坝片区查看色曲河
产业带高原特色马铃薯生产情况，开
展现场技术指导，提出了针对性的指
导意见和建议。

专家组仔细查看了农户、专合
社以及大棚内和大棚外不同地块，
采挖了最好和最差地块半成熟马铃
薯，预估平均亩产 1600 斤以上，按
订单保底收购价每斤 1.5 元计算，每
亩预估收入 2400 元，比往年种青稞
收入增收 4 倍多。“在色达高海拔地
区初次试种就有这样的收获，应属
高产，达到了规划目标。当前离秋收
还有近一个月，为确保 2000 余亩彩
色马铃薯丰产丰收，还需抢抓时机，
落实好后续措施。”看到今年试种的
马铃薯丰收在望，专家们都乐开了
怀，并对下一步加强田间管理工作
提出了建议意见。

为 尽 力 弥 补 上 半 年 极 端 天 气
对马铃薯出苗期和膨大期造成不
良影响，专家组要求当地农技人员
要指导农户采取追肥、锄草、浇水
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挖掘潜力、提
高马铃薯产量；对于即将到来的收
获期管理，要指导培训农户仔细呵
护，切实避免采挖、上下车、转运等
环节蹭破、摔坏等问题，提前联系
收购方做好准备。同时，在今年试
种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群众
对良种良法良技的认识和培训，强
化种植过程中高起垄、勤除草、多
施农家肥、机械除杂石等务实办法
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专家组还要求当地部门要以成
功示范带动农牧民群众，继续引导
群众打消疑虑，让群众看到效益，引
导农牧民群众改变传统种植观念；
明年要继续坚定信心，认准路子，持
续发力。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实“订单
农业”举措，积极依托川农大专家服
务团，推动高原特色马铃薯种植继
续增产增收，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
代农牧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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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县

千亩彩色马铃薯
试种成功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加力推进乡村振兴

甘孜日报讯 8月11日，
记者从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获悉，为进一步强化监管力
度，狠抓措施保障，切实把安
全生产工作做深、做细、做出
成效，确保住建领域安全生
产，我州始终树牢“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化安
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及时排
查整治安全隐患，严防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我州及时制定出台《全
州城镇房屋建筑和人员聚集
场所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
方案》，及时动员部署和专题
培训，建立周通报制度，先后
6 次视频调度、3 次工作抽
查，下发提醒函 26 份，全州
共排查城镇既有房屋建筑
23000 余栋、面积 2330 余万
平方米，排查率 100%，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房屋建筑 800
余栋，正抓紧开展整治。同
时，制定出台《甘孜州农村房
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

案》，大力推进农村住房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全州共排查
农村房屋建筑190000余户，
排查率100%。

同时，切实抓好建设工
程安全监管，及时印发了关
于开展全州城镇燃气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
紧急通知》《关于开展住建
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
住建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的通知》，在全州范围开展
以城镇燃气、有限空间作业
为重点的住建领域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全州住建
系统共派出督导组 98 个，
检查企业 200 余家，检查工
地 200 余个，加强建设工程
消防查验和工程质量安全
监管，上半年全州房屋和市
政工程建设领域实现“无事
故、零死亡”。

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切实保障
住建领域安全生产

甘孜日报讯 昨（12）
日，笔者从州发改委获悉，
为进一步规范使用留存电
量政策，我州科学合理制定
了 2021 年留存电量实施方
案。方案实施以来，为使用
留存电量企业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和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取得了
显著成效。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
州共执行留存电量14.84亿千
瓦时，其中铝电企业使用留存

电量5.7亿千瓦时，其它企业
使用计划留存电量9.14亿千
瓦时，为企业节约用电成本
3.06亿元。预计全年为企业节
约用电成本6.21亿元。

下一步，我州将继续加
强统筹兼顾、综合协调，用
好、用活留存电量政策，切实
帮助甘眉、成甘工业园区和
我州内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促进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孙建 杨琦

用好用活留存电量
我州今年将为企业节约用

电成本6.21亿元

甘孜日报讯 盛夏时节，坐落于大
渡河畔的泸定县德威镇，满目苍绿，生
机盎然。走进镇里，一排排钢架大棚映
入眼帘，棚内郁郁葱葱的阔叶中，挂满
了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十余名村民
穿梭在葡萄架下忙着采摘、搬运、装
车，一派丰收喜悦的热闹景象。

2017 年，德威镇的农产品种植
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建立种植园区，
实现葡萄规模化种植，不仅为企业
注入了发展动力，更带动了周边老
百姓增收。目前，葡萄园内有 30 个大
棚，园内工人大多是周边农户。据园
区负责人介绍，葡萄园里从最早成
熟的“玫瑰香”，到采摘期最长的“巨
峰”，种植有 4 大优质葡萄品种。每斤
7 元的实惠价格和持续 60 余天的采
摘时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体
验采摘乐趣，“在村里和我一样在葡
萄园里做工的农户有十余人，如今
年龄大干不了重活，在家门口就能
找到轻松的工作，一年有几千元收
入，我很满足。”正在采摘葡萄的工
人张国萍开心地对笔者说。

而该镇位于半山的堡子村则通过
对口帮扶，结合村情实际，全村确定发
展猕猴桃产业。走进果农闵刚的果园，
只见网架上藤蔓攀附，剥开套袋，绿叶
下拳头大小的猕猴桃露出诱人的果
色，纤细的果藤已被果子压弯了腰。

“今年村里的猕猴桃全部进入丰产期，
每亩保守增产400 斤，村民还在果园
中套种了辣椒，每亩地增收5000元没
有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丰收，闵刚
胸有成竹。

无论是河谷的大棚葡萄，还是高
山的猕猴桃，这只是泸定县产业振兴
的缩影。近年来，泸定县紧扣农村产业
发展要素，因地制宜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抓手，持续推动农业产业
调结构、提档次、成规模，为群众探索
出了一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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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德威镇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甘孜日报讯 8月12日，在巴塘县
夏邛镇田园栈道牛奶水果玉米试验田
里，农技员扎西尼玛正在进行牛奶玉米
的首次采摘，翠绿的叶子包裹着雪白的
玉米粒，金黄的穗子迎风，满是生机。

只见扎西尼玛拉着玉米棒左右转
动，只听“咔嚓”一声，玉米棒就被轻松
摘下来了。剥开层层苞叶后，一颗颗饱
满的玉米粒晶莹剔透，一口咬下去汁
水满满、脆嫩香甜。“口感赞！又脆又甜
还爆浆，品质好！籽粒结实饱满且大又
亮。这就是牛奶水果玉米，采下即可食
用，香甜可口。”巴塘县农牧农村和科
技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刘建华说，

“牛奶水果玉米是今年试种的新品种，
目前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据介绍，此次试种的牛奶水果玉
米是从法国引进的，甜度可达 16 度，
比西瓜甜，口感甜、鲜、脆、嫩，既可以
当水果生吃，也可以蒸煮、煲汤、榨汁。
该品种于今年 4 月引进，在苏哇龙乡
贡巴村、夏邛镇田园栈道试验田种植。

“到采摘前，牛奶水果玉米植株
只长到 1 米多高，村民见后纷纷议论
说怕是长不好，但经过近 90 天的精
细管护，最终收获了好品质、高收益
的水果玉米。”刘建华介绍说，自今年
4月中旬试种，8月份开始首批采摘，

牛奶水果玉米只需 3 个月生长时间，
生长周期非常短，一年可以种植两
季。一亩可种植 3500 株牛奶水果玉
米，每株产一个，按市场售价一个可
以卖到 4 元左右，一亩地毛收入可达
14000元以上。

夏邛镇农技员白玛曲珍说：“牛奶
水果玉米种植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
量，平时管理只要按照习性稍加注意，
成活率相对较高。”对于农业种植而
言，该品种在产量、口感、售价等方面
表现优越，已成为众多农户今后种植
玉米的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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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瓜甜可以生吃

牛奶水果玉米在巴塘县试种成功

牛奶水果玉米茁壮成长。

致富账本
记录养殖大户增收“密码”

家住康定市甲根坝镇日欧村的泽
仁瓦吉一家是当地有名的养殖大户，
全家4口人，妻子泽仁志玛打理家务，
两个孩子在成都和康定上学。自从养
殖了藏香猪，泽仁瓦吉家的收入直线
上升。“2015年，我全家的年收入只有
3000元，全村12户贫困户，我还是倒
数那家。现在一年纯收入10多万元，
还成了养猪能手。虽然辛苦、劳累，但
心里美滋滋！”从贫困户到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泽仁瓦吉的转变从养殖藏香
猪开始。

泽仁瓦吉有两本简易的账本，A4
纸大小，1厘米多厚，外壳有些脏、旧，
翻开一看，几乎每页边缘都卷翘，还有
些许手指印。本子上一排排详细记录
了卖猪的时间、价格、重量，以及买家
的姓名电话。坐在藏式沙发上，泽仁瓦
吉喜欢一边计算开支成本，一边细致
地写清楚买卖情况，时不时与妻子商
量各地猪苗优差。

“我的藏香猪平均 1 年半到 2 年
出栏，一般重100多斤，最重可达170
斤左右。价格是普通市场猪肉的5到8
倍。”一行行的记录，泽仁瓦吉指着账
本介绍，“最近卖的藏香猪肉每斤 80
元，精肉每斤160元，大猪每头卖价不
低于6000元。”泽仁瓦吉记账这招效
果明显，一段记录、一个电话，逐步积
累，自然而然形成了无数的“回头客”，

“这本又快写完了，之前卖的300多头

猪都有迹可循。”
泽仁瓦吉的藏香猪采取“放养+

圈养”的模式，白天所有的藏香猪在离
家 2 公里以外的高山上自由活动，晚
上回圈舍睡觉休息。“‘半野生’的藏香
猪运动量足，肉质紧实有弹性，肥瘦相
间，品相和营养价值更优。”

为拓展市场，泽仁瓦吉考了驾照，
买了一辆二手车，给顾客送肉上门。

“快过年生意最红火，每天电话不停，
送货不断，更有成都买家等不及亲自
来提肉。”泽仁瓦吉的养猪场目前由他
和妻子承担所有工作，虽然忙碌，但不
菲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节节攀升。“毫
不夸张地说，以前屋里家徒四壁、一无
所有，现在楼上楼下装修一新，家具家
电应有尽有。”

自从瓦吉藏香猪名气打出去后，
猪肉成为“抢手货”。“目前大的藏香猪
已经被预订一空，只等出栏，小猪仔也
是‘有主’。”泽仁瓦吉家养的猪主要是
熟人推销，深受卖家认可，“我的猪完
全不愁卖、不够卖！”

腰包越来越鼓
集体经济分红继续“加码”

日欧村民通过养殖致富，受益的
不仅仅只有泽仁瓦吉。当初贷款出资
3万元参与养猪场建设的村民泽仁巴
姆和拥忠从 2019 年开始收获分红。

“连续两年，每年人均分红 6000 元，
我家 4 口人，总共分红 48000 元。”拥
忠与泽仁瓦吉是邻居，平时在家务农，
养殖分红成为她的主要收入。用这笔

钱，拥忠将家里内饰全部换新。
另一边，村集体牦牛经济也发展

得红红火火。2018 年，日欧村积极推
行“支部+领头人+农户”发展模式，使
用财政专项帮扶资金70余万元，修建
日欧牦牛养殖场。至今已出栏牦牛10
头，存栏88头，销售收入10.4万元。村
集体经济发展，成功实现群众户均增
收两千元。

“2018 年全村脱贫后，老百姓的
腰包越来越鼓，目前人均收入 2 万元
左右。”日欧村第一书记刘涛说，“今年
开始，村集体经济分红和人均收入还
要继续增加。”

刘涛介绍，日欧村是前往景区贡
嘎山西坡的必经路，游客众多。今年日
欧村采用土地流转、招商引资的方式
筹建日欧美术摄影写生基地，将村口
8 亩荒地出租，建成后村集体经济每
年将收入租金近 15 万元。同时，全村
以“庭院风光”为特色，采用石、木、泥
等原料对建筑、藏房进行装饰，使用藏
式器皿、唐卡、藏族题材油画等元素点
缀房间，实现整村形象提升，着力打造
旅游民居接待。

乘着旅游发展东风，泽仁瓦吉以
养猪场作抵押，账本作凭证，向银行贷
款50万元，准备将自家两层藏房变三
层，民居接待房间从目前准备的3间增
加到10间。“我计划明年将藏香猪养殖
量提升至300头，请3个工人来负责。
我和老婆全心全意做民居接待，名字
都注册好了，就叫‘四季如花’客栈。”
说着未来计划，泽仁瓦吉满怀憧憬。

贫困户抱起“致富猪”
变身致富带头人

◎兰珍

“今年生猪市场价格不高，预计能卖18万元，争取今年底出栏的20头藏香猪。”8月9日，48岁的泽仁瓦吉在村活动室
吃完午饭，来不及和朋友们寒暄，就换上工作服去打扫养猪场了。清扫杂物、查看猪粮、摸摸小猪仔……“我的‘致富猪’
肥不肥？品相好不好？”说起藏香猪，泽仁瓦吉滔滔不绝，声音响亮，中气十足。

晒账本

2016年开始搞养殖业，开始养殖藏香猪20多头；
2017年，养殖规模扩大，藏香猪突破100头；
2018年，在康定市农牧局和甘孜州民宗委68万元资金帮扶下，修建养猪场，养

殖规模翻一番；
目前，大猪存栏113头，小猪53头。
6年来，保守估算藏香猪共卖了130多万元，平均每年20多万元，利润10多万元。

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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