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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急 科 普

踔厉奋发拼经济 团结奋斗搞建设
深入开展“怎么说·怎么办·怎么看”活动

刻不容缓安全生产

甘孜日报讯 为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全县道路交
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近日，甘孜
县立足当前工作实际，重拳出击，
在全辖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行动，创造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强化路面查缉。突出“国省干
道、农村道路、城镇交通”三大战
场，依托2个治安卡点，联合行业
主管部门，严厉查处三超一疲劳
等交通违法行为。目前，检查过往
车辆5万余台，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12933起。

强化源头管控。全覆盖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以“清单
制+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方式边
查边治，严防小隐患引发大事故。
目前，排查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点46处，接收各类预警报告20份。

强化宣传警示。制作藏汉双
语《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
利用广播电视、“两微一抖”等平
台强化群众安全教育引导。目前，
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4700余份，
发放“平安出行”提示卡 2000 余
张；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40余
场，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余份，受
教育群众达1万余人。

甘宣

甘孜县

重拳出击
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甘孜日报讯 为深刻汲取宁
夏银川市燃气爆炸事故教训，近
日理塘县迅速行动，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燃气安全大检查。

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
员，深入燃气充装站、燃气器具销
售市场、餐饮行业等地，开展燃气
安全专项检查，宣传安全用气知
识。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重点
对本单位食堂使用的瓶装液化气
从供应商资质、燃具设施设备、使
用安全条件、燃气存放、日常安全
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无死角
排查整治。要求严格落实专人负
责，建立燃气设施设备定期自主
安全检查制度，确保校园燃气使
用安全。各乡镇深入辖区餐饮店、
商铺、寺庙及各村群众家中开展

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现场仔细
检查防火、防爆、防泄漏等安全设
备设施配备使用情况，消防设施
配备情况等，并逐一排查用气环
境有无隐患，针对现场发现的消
防安全隐患问题，要求用户迅速
进行整改。并讲解如何正确使用
燃气、怎样判断燃气是否泄漏以
及发现燃气泄漏时应该如何处置
等安全知识。

下一步，理塘县将进一步加大
燃气安全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燃
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引导和
督促燃气用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以及应急处置能力，严防各类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好辖区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叶强平

理塘县

全面开展
燃气安全大检查

甘孜日报讯 近日，白玉县采
取“部署+整治+宣传“的方式，全
面开展燃气安全治理，切实拧紧
燃气“安全阀”。

该县相关部门、乡镇主要领
导带队，逐门逐户对辖区内燃气
使用情况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整
治。目前，召开专题紧急部署会17
场次，成立检查组 17 个。针对经
营、销售以及酒店、餐馆等燃气用

户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目前，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 100 余人次，排查
700 余家燃气用户，发现整改安
全隐患20处。

同时，该县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营造人人参与的燃
气安全氛围。目前，开展安全培训
400 余场次，发放安全明白卡1.1
万余份、燃气监督卡300余份。

白宣

白玉县

多举措拧紧
燃气“安全栓”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筑牢
燃气安全防线，提高辖区居民安
全用气意识，从源头预防和减少
安全事故发生，6月23日，九龙县
子耳乡人大常委会组织乡执法人
员成立工作组对辖区内各餐饮
店、80 岁以上独居老人、60 岁以
上低保户、特困供养户等全面开
展燃气安全检查行动。

行动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
了燃气管道、阀门是否私拉乱接，
灶具是否合格、是否有熄火保护

装置，连接软管有无漏气、是否超
过使用年限等问题。工作人员还
现场向居民宣传燃气使用注意事
项和安全用气常识等方面的安全
知识。

子耳乡此次入户检查行动，
极大地提高了辖区居民科学用
气、安全用气意识，普及了燃气安
全常识。下一步，该乡将持续做好
入户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有
效保障群众燃气使用安全。

乡党政办

九龙县子耳乡

入户排查隐患
确保用气安全

1、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
具开关，燃气阀，防止燃气泄漏，
不确定是否完全关闭燃气阀，可
以先关闭燃气阀，等灶具上无火
再关闭灶具开关。

2、不能随意倾倒液化气残
液，因为液化气残液，一旦遇到明
火，将会发生一连串的燃烧爆炸。
所以，应将液化气残液交由充装
单位统一回收，不得自行处理。

3、要教育孩子不玩火，平时
要把打火机等火种和易燃易爆物
品放在孩子不易拿到的地方，火
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远离液化气、
燃气，不准小孩开启煤气、液化气
开关。

4、如果油锅着火，千万不能
用水灭火，应立即关闭炉灶燃气
阀门，直接盖上锅盖或用湿麻布
覆盖，令火窒息。还可向锅炉内放
入切好的蔬菜冷却灭火。

5、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

意通风，如果厨房通风不好，在使
用燃气灶具后，厨房可能会出现
氧气不足的情况，易造成一氧化
碳中毒。

6、如果发现燃气灶具附近有
异味，一定要立即开窗，并及时到
室外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同
时，严谨各种火种进入室内，更不
能开关电灯、抽烟及现场拨打电
话等，以防引起燃气爆炸。

7、如果燃气罐着火，要用浸
湿的被褥、衣物等捂盖灭火，并迅
速关闭阀门。

8、要定期检查燃气胶管，定
期更换胶管，防止出现龟裂、老化
或发硬发脆等现象；要定期检查
防止鼠咬；胶管不宜超过2米，两
端要用管箍卡紧；胶管不能高出
灶台，以免被炉火烘烤引发事故。

9、在离家或睡前要检查用电
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
闭，明火是否熄灭。

燃气安全温馨提示

甘孜日报讯 6月21日，州工商业
联合会（总商会）五届一次常委会在康
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了党的二十大
精神及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
神，增补选举人事事项，安排部署重点
工作以及开展专题党课学习。州政府
副州长，州工商联主席、州总商会会长
四郎拥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自 2021 年换届以来，
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工
商联、州委统战部的有力指导下，州
工商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主动创
新作为，在参政议政、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助推招商引资等方面做了大
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成立了
全州首家企业家商会，成功承办了
川商、渝商、浙商、西藏商会甘孜行
活动，成功召开了全州民营企业 30
强发布会。

会议要求，全州工商联系统要紧
紧围绕州委总体工作格局，积极融入
到打造“两区三地”事业中，助力做好
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

“三篇大文章”；创新工作方法、丰富服
务载体、拓宽服务领域，为非公有制经
济加快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民营企业家
队伍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
企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团结富
裕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悉，自2021年10月以来，全州
民营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已
经成为保持市场繁荣、拉动经济增
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截止今
年 第 一 季 度 ，全 州 共 有 民 营 主 体
80605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97.14%，

其中私营企业 10262 户，个体工商户
66462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3881 户。
2022 年全州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
180.2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8.2%。
今年一季度全州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总量 28.61 亿元，增速 8.4%，占 GDP
比重26.1%。

会议增补选举了州工商联（总商
会）执行委员、副主席及常委委员，
并进行了授牌。新当选的第五届执
行委员常务委员在会上分别作了表
态发言。

实习记者 冯丽娜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民企高质发展

州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五届一次常委会在康定召开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从州交
城投集团公司获悉，该公司作为项目
业主的又一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省道217线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泸定
境内段）全面开工建设。

该项目起于泸定县冷碛镇甘谷
地与国道 318 线平交口，前接国道
318线，经冷碛镇、兴隆镇、德威镇，在
得妥镇南接国道 662 线，后与国道
662共线至王岗坪。在大渡河走廊内，
该项目与国道662线、在建泸石高速
共同组成区域路网，是国道662线的
备用通道。路线全长 39.553 公里，其
中与国道 662 共线 7.137 公里，项目
建 设 工 期 12 个 月 ，概 算 总 投 资
30099.94万元。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州委州
政府“9·5”泸定地震恢复重建工作部
署，州交城投集团公司将按照“科学
化、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建设管
理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工程施
工过程监控，全力推进项目高质量建
设。目前，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
位管理人员已全部到场，征拆协调工
作全面展开，人工、机具、材料准备充
足，项目质量、进度、投资及环水保工
作有序推进。

该项目建成后，对全面处置地震
灾害、强化路网韧性，提高抢险救灾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全面恢复灾
区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整体提升灾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基础
支撑。

陈雪珂

省道217线（泸定境内段）

全面开工建设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甘孜供
电公司加强政企联动，积极建立甘孜
州能源大数据中心，推进能源大数据
应用实践，重点加强对用能单位能耗
在线监测分析，全力支撑地方政府能
源改革。

目前，甘孜州能源大数据中心已
完成地市频道基础软硬件部署。中心
计划完成四个系列共计50余个数据
服务产品建设，分别覆盖环保、经济、
民生等多个领域，现已完成能源管控
与文旅赋能两个系列产品体系构建。
其中，能源管控系列典型数据服务场
景“规上企业用能监测分析”多项功
能已初步完善，并实现在甘孜州能源
大数据中心的本地化部署应用。

“规上企业用能监测分析”典型
数据服务场景主要包含全州能耗双
控分析、区域能耗双控分析、行业能
耗双控分析、重点企业能耗分析以及
重要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分析五个部
分内容，分别从多个维度实现对甘孜
州2000万产值规模以上重要用电企
业的集中能耗监测分析，运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对企业电、煤、油、气消耗
量、企业产值、碳排放量等重要数据
的监控实现关键赋能，为全州节能减
排、环保降碳、企业技术升级等奠定
坚实基础。

下一步，甘孜州能源大数据中
心将继续按照国家能源新体系构建
与“双碳”目标实现的具体要求，持
续输出服务于经济发展、企业能耗、
人民生活等多个领域的优秀数据服
务场景，为“数字甘孜”总体建设贡
献重要力量。

叶镒铭

甘孜供电公司

深化大数据应用
赋能企业发展

◎宁蕖

今年5月，地处稻城县亚丁核心
景区北大门的亚丁村逐渐开始热闹
了起来，一大早，村民四郎汪堆就开
着村里的小货车去镇上拉酒店布草，
也是在这一天，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向阳之地”物业公司的司机。

城市小区中“标配”的物业公司
进村，这可是一件新鲜事，谈起成立
物业公司的初衷，亚丁村驻村第一书
记周童春神采硕奕，“为规范管理村
里的公共事务，更为了将我们的村民
留在本地，做回村里的‘主人翁’。”

成立物业公司和做回“主人翁”
有什么关系？近日，笔者走进亚丁村
一探究竟。

现状
民宿酒店多为外来人口经营

“亚丁村保护恢复项目是今年
4 月 5 日开工的，预计 9 月底建成，
国庆假期就可开门迎客。”跟随周童
春的步伐走进亚丁村，热火朝天的
建设场景映入眼帘，“亚丁村是进入
稻城亚丁景区的必经之地，很多游
客会选择在这里停留住宿，我们保
护恢复的目的，就是还原古村落的
原貌。”

项目动工以来，在亚丁村，传统
建筑正恢复古韵原貌、基础设施日
益完善、村落空间布局焕然一新，但

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来说，还有一个
关键元素——人。

周童春告诉笔者，亚丁村现有
的32家民宿中，仅有一家为本地村
民经营，其余全部是外地商户，村民
们将自己房屋租给外地商人后，大
多选择外出打工，或以挖虫草松茸
为生，人口流失严重，村民对村里公
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也不高。

人，是传承文明的载体，没有了
原著居民的古村落，纵使满眼修旧
如旧的古建筑，也将成为“文化空
心”的“假古村”。

实际上，人口流失和生产方式的
变化，正在影响着村里的面貌——亚
丁村属典型的半农半牧、一年一熟
区，种植业主要以青稞为主，共有41
户207人，耕地面积212.26亩，人均
耕地面积较少，加之村民主要收入来
源是出租房屋、外出务工和采挖松茸
虫草，种粮积极性不高，村里的土地
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耕种。

未来
在游人如织中找回人间烟火

在四郎汪堆有了新工作之后，
周童春拿出一份“未就业名单”，划
去了他的名字，“等物业公司正式开
始运行，会有更多村民留在本地就
业。”周童春告诉笔者，目前，“向阳
之地”物业公司已选出三名理事会
成员，三名监事会成员，由村党支部

书记担任理事长。
成立物业公司，是为了适应新

的业态场景，规范管理民宿经营，更
为了调动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管
理，让大家找回“主人翁”意识。四郎
汪堆在上岗后，也开始关心起了村
里的交通状况，“因为我们村里的道
路和景区道路重合，村民的车辆进
出都需要办理出入证，并且在施工
期间规定了进出时间，以前不理解，
但当上村里的驾驶员之后，也体会
到这样做的初衷，都是为保证游客
和村民的安全。”

为让更多村民留在本地就业，
亚丁村开展了各类培训，为村民“赋
能”。“我们开设了民族歌舞演艺技
能培训班，编排突出本地特色、传统
文化、民族风格的11个节目，让亚丁
村拥有一套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
还有导游培训班、旅游客房服务培
训班、厨师技能培训、电工班等培训
班，以后游客到了我们村，看到的是
古建筑，接触到的是本地人，听到的
是本地口音，这才是一个原原本本
的亚丁村。”展望未来，周童春言语
中满是憧憬。

此外，村里的 209 亩土地也将
被打造为“观景青稞”，“按照设计，
我们会恢复农田的基本状况，配上
木质的晾晒架，还有机耕道，游客可
以走进去拍照，青稞收割了就喂景
区里的动物。”

成立乡村物业公司让村民做回“主人翁”

甘孜日报讯 近日，色达县泥朵
镇若撒村养殖合作社正式开园。该
园总用地面积8711.88平方米，项目
总投资1300万元。

据悉，为切实盘活泥朵镇产业
强镇示范牧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
发展壮大、实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
泥朵镇以“去讲、去学、去动、去算”
工作法为举措，通过宣讲政策、借鉴
学习、动员入园、帮算收入的方式，
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立足牦牛资
源优势、建设畜牧产业强镇”的发展
模式，实现从“畜牧大镇”向“畜牧强
镇”的跨越转变。

园区采取“集体+牧户”的经营
模式和“连户连营、集体养殖、半圈
养半放养”的养殖方式，合作社通过

以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首先由 91
户计划养殖奶牛 60-80 头，建立科
学的管理机制和体系，实行“统一规
划、统一供种、统一供饲料、统一防
疫、统一销售、统一经营、分产核
算”，促进养殖产业发展，通过销售
牛奶、出栏成年牛、陪育小牛来增加
群众收入。

“这里的每头牦牛在入场时都
会配一个智能终端，作为唯一的身
份信息，记录牦牛的年龄、体重、性
别以及后续的管理、疫病防控、繁
育、屠宰等信息，实现从源头开始的
全程追溯、信息化管理。”泥朵镇党
委书记秋吉说，圈舍里还安装有视
频监控系统以及环境监测设备，可
实时监测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

硫化氢、氨气等数据，饲养人员可以
通过终端数据进行科学喂养。

“今天若撒村养殖合作社正式
开园了，我把牦牛都放在这里养殖。
合作社还给我们发放牧费用，帮助
我们不断改善生活条件，这真是从
没想到过的好事啊！”泥朵镇牧民仁
真感激地说。

下一步，色达县泥朵镇将上下
齐心，通过自身努力在养殖专业技
术引进、扩大养殖规模、与企业签订
收购合同等方面加力，继续吸纳全
村低收入户参与其中，扩大合作社
规模，带动更多牧户到基地务工，提
高广大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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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县泥朵镇若撒村

牦牛养殖合作社正式开园

若撒村牦牛养殖合作社现代化养牛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