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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近日，在炉霍县
“青稞+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炉霍鲜
水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菜示范基
地，国家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团炉霍
团蔬菜产业组与炉霍县农牧农村和
科技局共同组织召开 2023 年蔬菜
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会，来自全
国的 10 余位行业专家为当地的乡
村农技人员、农业企业和农牧民开
展田间技术服务。

据科技特派团炉霍团团长、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川南试验站
站长、四川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梁
根云介绍，从国家开展重点帮扶炉霍
县乡村振兴以来，蔬菜产业组每年在
炉霍县引进示范蔬菜新品种 50 余
个。新品种由蔬菜产业组向国家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引进，主
要集中在当地消费和销售的种类，如
番茄、辣椒、黄瓜、甜瓜等茄果类和瓜
类品种以及甘蓝等叶类蔬菜，以筛选
出适宜炉霍县高原种植的优质高产
蔬菜新品种并进行推广。

在黄瓜新品种示范大棚，来自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和四川省
农科院园艺所的黄瓜新品种中有4
个品种已进入盛果期，其中由中国
农科院蔬菜花卉所提供的“中农
62”号黄瓜，果实油亮，结果性强，

商品性和产量非常受当地企业和
农民的喜欢。

在番茄展示棚，来自国家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14个新品种，
部分也已进入盛果期。由广西大学
提供的品种“西南甜禧”，味道浓郁、
甜味足，同时还带有微酸味，“即将
扩大种植面积进行商品推广。”炉霍
鲜水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陈杰告诉笔者，夏季高原露地叶类
蔬菜非常具有优势，由中国农科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的 19 个甘蓝
品种，在高原地区表现优良，尤其是
口感脆甜，品质优良。不同熟期的品
种从 6 月中旬定植后最早在 8 月初
就可以采收，可以满足夏季高原陆
续生产出甘蓝产品。

新技术方面，国家科技特派团
与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共同
集成了高原设施蔬菜病害综合防控
技术，防控效率提高 20%以上。“以
前每亩大棚施药要花 1 小时，现在
只需要5分钟至10分钟。”炉霍县农
牧农村和科技局局长张建勇对新技
术的应用非常认可。特派团同时推
广高原番茄精准施肥技术，可以利
用远程智能化控制大棚番茄灌水施
肥，大大节省人力和物力。

范莉

炉霍县“国家队”帮扶

每年引进蔬菜新品种50余个

甘孜日报讯 为加快现代农牧
业产业化发展，道孚县以色卡乡为
试点，立足优势布局，通过校地合作
研新和优化服务扩产，推进巨菌草
的引种栽培实验，有效链接畜牧业
和种植业，打造“牧草种植——青畜
饲料——牲畜养殖——粪便肥田”
的绿色有机循环发展产业模式。

巨菌草是高产优质的菌草之
一，具有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
益。今年以来，道孚县制定了草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规划建设色卡
牧草种植基地，引导专业合作社和
种养大户布局草牧产业。3个合作社
发展草产业、规模化牦牛养殖基地1
个，构建集种植、养殖、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体系。同时，与四川民族学院
生态与农学院合作，签订实训基地
合作协议，在色卡乡试点研发巨菌

草高海拔循环养殖、“以草代粮、以
草代木”等菌草技术。

该县还投入1245万元，配套菱
形网围栏33737米套，新建贮草棚2
栋，购置牧草打捆机等机具，推广“放
牧+补饲”模式，采取“政府投入+企
业投资+高校技术支持”的形式推广
种植巨菌草，预计单位亩产值2至3
吨，是其他鲜草的1.5至2倍，将有效
解决牦牛冬季饲草短缺问题。

据悉，巨菌草具有高营养、高
产量、高效益的“三高”优势，植株
高大，直立、丛生，根系发达，1株就
能够分蘖出几十株，一年可收割 3
到 5 次，产量丰富。除了用作饲料，
还可作为培养料，同时还是水土保
持的优良草种，能够改善种植地的
生态环境。

记者 周燕

道孚县种植巨菌草

解决冬季牦牛饲草短缺难题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雅江县
将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摆在突出位
置，强化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
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全面
筑牢农牧民食品安全防线。

该县加大监管力度，实行全过
程全领域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集贸
市场销售伪劣食品、“三无”食品、过
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累计检查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934 户次，查办
案件36件，处罚9.28万元。

同时，该县对农牧区食用农畜产
品进行抽样快速检测，检测农药残

留、瘦肉精含量及甲醇含量是否符合
标准，并在销售场地公示检测结果。
截至目前，共抽样检测农产品120批
次，食品20批次，合格率100%。

为提升农牧民食品安全意识，
该县以重点节假日、食品安全宣传
周、农资下乡等为契机，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对广大农牧区群众
进行《食品安全法》、预防野生食用
菌中毒等知识宣传，共举行宣传培
训 活 动 10 场 次 ，发 放 宣 传 手 册
2000余册。

雅宣

雅江县

筑牢农牧民食品安全防线

住房重建
地震灾区群众住上新“别墅”

10月6日，来自四川省住建厅的
博士选调生雷晓亮带上礼物来到他
的联系户——磨西镇大杉树六组赵
琼家查看住房建设进度。

一栋两层楼高的别墅拔地而起，
室内装修基本完成，购买好家具就可
以入住。

赵琼用石头垒砌的瓦房在地震
时完全垮塌，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她
选择了原址重建。“以前修房，不懂设
计，更不要说成本核算。援建干部雷
晓亮帮了我大忙。”赵琼一个劲夸雷
晓亮给她带来的实惠。

赵琼的老公在理塘县工作，爱人
病逝后，她回到大杉树六组生活。了
解到赵琼的实际情况后，雷晓亮帮她
出谋划策，建议她采用轻钢结构建
房。造价预算、房屋设计、合同签订、
施工进度等，雷晓亮事必躬亲。

“我这个轻钢结构的房子加上装
修，大约是1680元一个平方，155个
平方，32万就可以入住。”赵琼说，有
了雷晓亮的帮助，她采用新型建筑材
料，大大节约了建筑成本。

“你把门庭前面的搭建拆除，利
用好小院坝，海螺沟景区全部开放
后，你可以利用闲置的房源，开办民
宿和餐饮。”雷晓亮说，依托景区重
建，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灾后重建，国家有资金补助，还
给我们派来了专家，省事又省心。”赵
琼乐呵呵地盛情邀请雷晓亮在她搬
新家时来做客。

李开强来自乐山市沐川县农业
农村局，对农村建房非常熟悉。大杉
树村三组王茂华家的房屋全部垮塌，
重建资金成了最大难题。李开强主动
对接银行，为其争取贷款30万元。在
建房过程中，李开强多次到现场指导
选址、监督质量、督促进度。

“我新修的是大套房酒店，打算
整体出租，现在还没有老板前来洽
谈。”王茂华说，他家以前的酒店共有
15 个房间，想和正在修建的酒店打
捆出租。

李开强立即表示想办法联系老
板，并表示，海螺沟提档升级开放后，
民宿和餐饮是当地群众不错的收入
来源。

在磨西镇大杉树村集中安置点
一期项目建设现场，84 幢安置房矗
立在榆磨路东侧，建筑工人正在紧张
地开展砌体抹灰、室内简装等作业。

“大杉树村集中安置点一期项目已封
顶 58 栋，累计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
71%，今年 12 月可完成安置房交
付。”四川省工程咨询研究院博士、项
目指挥部指挥长朱鹏舒说。

海螺沟集中安置点是今年我州
集中开工重大项目之一，有大杉树
村、磨子沟村两个集中安置点，一期
安置群众262户，二期安置避险搬迁

群众154户。
朱鹏舒和援建人才进入海螺沟

参加援建以来，克服图纸变更、结构
施工时多雨、劳动力难组织等诸多困
难，以打造精品安置房为目标，严格
按照9度抗震设防要求，全面优化建
筑设计方案，对建材、配套设备质量
进行全面把关；配强专业管理、监理
和审计技术队伍，对项目施工现场进
行全天候监管和全过程管理，实现安
置房安全施工零事故。

看到静卧在青山绿水间的“小别
墅”，朱鹏舒等援建人才感到十分欣
慰，安居才能乐业，相信灾区群众的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景区恢复
打造大贡嘎旅游圈“新样板”

在海螺沟景区一号营地，以贡嘎
主峰海拔高度7556米这一数字为原
型设计的大门已具雏形，“这个大门
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来自省文旅
厅的援建干部刘朝禄憧憬着未来海
螺沟的旷世美景。

“9·5”泸定地震让海螺沟景区遭
遇重创。一年来，景区重建工作紧锣
密鼓地推进。今年 7 月，省政府印发

《四川省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规
划（2023—2035 年）》，其中的“全球
极高山最佳山地旅游目的地”“大贡
嘎区域”“国道 318 中国最美景观大
道”“世界级旅游度假区”等内容，都
与海螺沟密切相关，这也为重建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来自南充市招投标
造价站的夏旭亨充满信心地说，围绕
一年局部开放、两年全面恢复、三年
实现提升的阶段目标，海螺沟正致力
于打造“大贡嘎世界山地度假旅游目
的地”。

磨西天主教堂曾经是毛泽东等
中央红军领导居住过的地方，是甘孜
州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在地
震中几乎被毁。刘朝禄协调省文物局

设计方案，如今，重建基本完成，即将
对外开放。

“磨西古街核心区长度只有600
多米，游客最多 20 分钟就逛完了。”
刘朝禄说，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我们
将3条主要干道拓宽，把整个古镇串
联起来，让古街变街区。我们还将结
合磨西大堰灌区改造治理，打造水景
游步道。

海螺沟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性冰
川”。在景区恢复重建中，海螺沟将更
加突出“度假”功能。夏旭亨拿出一份

《海螺沟冰川滑雪场项目申请报告》，
难掩兴奋地介绍，“以往游客来海螺
沟，最多停留一天半，滑雪场建成后，
至少能让游客再多待一天时间。”

据介绍，该滑雪场一期规划了9
条雪道和儿童戏雪区，二期规划了
13条专业雪道，将为全龄段、全水平
段的滑雪爱好者提供场地。

海螺沟冰川滑雪场选址燕子沟
镇大坪村，规划了民宿、餐饮、购物中
心等。“磨西镇位于海螺沟景区入口
处，以前我们的民宿等业态主要集中
在这里，滑雪场建成后，将带动燕子
沟镇的发展。”夏旭亨说，燕子沟镇的
民宿等业态，将定位于“高端”，给游
客带来更丰富的选择。

在景区恢复重建中，海螺沟景区
立足打造“世界知名旅游镇”发展定
位，统筹推进贡嘎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磨西老街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创
建工作，按照“一年有序恢复、两年基
础提升、三年全面开放”进度要求，立
足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丰富新
消费供给，培育兼具文化特色、年轻
化、沉浸感、互动强的文旅新业态，重
塑海螺沟国家5A级旅游景区品牌，
打造“千面贡嘎”“极地贡嘎”“神奇贡
嘎”等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大贡嘎旅
游圈“新样板”。

截至目前，我州规划实施景区恢
复和产业发展项目 24 个，已开工 15

个、完工3个，完成投资2.01亿元。加
快景区旅游厕所、停车场、观景台、步
游道等配套设施恢复重建，修缮管网
设施，聘请专家开展安全鉴定，争取
实现海螺沟景区今年底局部开园。

科学重建
打造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典范

“通过灾后排查，海螺沟共有灾
害隐患点 293 处，其中新增点 189
处，共威胁 798 户 6341 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潜在经济损失达 136754 万
元。”来自四川省地质环境研究中心
的刘洪涛说，地震对海螺沟山川地
貌、地表形态、岩土体结构、地质构
造、森林植被、生态环境均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目前，申报了36处地
质灾害工程治理点和13处地质灾害
排危除险点，均为影响磨西台地、海
螺沟景区及生命通道沿线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已下达了《“9·5”泸定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地质灾害治理和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海螺沟申
报项目均全部纳入专项规划。

《磨西台地地质遗迹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共设计了其中90个图斑，共
7110亩修复面积，采用挂网喷播、乔
灌草混种、灌草穴、灌草撒播、种植藤
蔓、自然恢复等方式。按计划要求
2023 年要完成 1668 亩的生态恢复
治理。一年来，援建人才积极参与保
护地质灾害防与治、宣传培训演练、
在建工程企业工棚营地安全隐患排
险、项目申报、项目监管与指导等工
作中竭尽全力。

“我先后9次到州级部门汇报和
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参建单位召开
协调会议 12 次，成功解决了征拆难
点和群众急盼问题 31 个。”李开强
说，海螺沟景区要实现开园，道路基
础设施是关键，他承担了景区范围内
景区道路恢复重建项目，截至目前，
海螺沟景区道路恢复重建项目完成
总 投 资 5.78 亿 元 ，完 成 工 程 总 量
93.5%，S434 项目完成总投资 5300
万元，完成工程总量21.5%。

住房重建资料汇总、维修加固情
况、自建房建设进度统计，种类繁多
的资料，却是有力推进科学重建的决
策依据。来自成都市房屋安全事务中
心的王思忠，带领大家高质量完成了
数据上报汇总等工作，他还前后278
次深入共和村二组完成78户农户的
全覆盖走访。

严密监测汛期地灾、走访施工单
位和农户、排查地灾隐患，来自成都市
地质环境监测站的邓思楠始终把安
全生产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在今年多
轮暴雨的侵袭下，实现了零伤亡。

在一年的援建时间里，省委组织
部派出的专家不仅强力推进灾区各
项项目建设，而且积极主动为灾区群
众谋福祉，发扬“5+2”“白+黑”的奉
献精神，与灾区群众一道绘就了灾区
壮美画卷。

海螺沟地震灾区来了“博士团”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2022年9月5日12时52分，泸定县磨

西镇一场猝不及防的6.8级地震发生，造成

大量民房垮塌、交通通信中断，给当地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2022年9月15日，四川省委召开“9·

5”泸定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谋

划过渡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省委书

记王晓晖强调，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重建，统

筹抓好城乡住房重建、公共服务重建、基础

设施重建、地灾防治、景区恢复、生态修复、

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努力把灾区建设成为

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典范。

震后满目疮痍、地质条件十分脆弱的海

螺沟景区如何重建？如何擦亮作为甘孜州首

家国家级5A景区的金字招牌？如何通过灾

后重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镇”？2022年11

月20日，省委组织部抽调了22名各行各业

精英奔赴震中磨西，他们中有博士后选调

生、有博士，一年来，博士团队发挥专业所

长，以人民为中心，为海螺沟地震灾后重建

交出了一份份精彩的答卷。

铭记关怀·感恩奋进 “9·5”泸定地震一周年

建设中的磨西大杉树安置点。

援建人才了解赵琼房屋重建推进情况。

（紧接第一版）呈现出20世纪50年
代，新中国成立伊始，大学毕业生尚
镛怀揣少年时的伟大理想来到雪域
高原康定，在高山哨卡，与藏族老人
次旺、藏族姑娘嘎玛和身负重伤后脱
下军装转业到地方的道班班长洪忠
义之间感天动地、震撼人心的故事。

廖昌永在采访中表示，歌剧《康
定情歌》对自己有特别的意义，此次
成都演出，也是《康定情歌》的“回家”
之旅，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的青
年应该继承‘两路’精神，走好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

据了解，在歌剧《康定情歌》筹备
期间，主创人员多次深入我州采风，
一段段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激发了
他们的灵感，为该剧的丰富呈现打下
了厚实的基础。此外，该剧作曲家在
创作过程中，将民族性、地域性、戏剧
性相融，通过歌剧形式的艺术呈现，
进一步擦亮了这个“文旅超级IP”，讴
歌了彪炳史册的“两路”精神，展现了
民族团结鲜明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邀请了我州
两位原生态歌手进行演唱。作为演出
嘉宾之一的多吉巴姆谈起参演感受，
她说，作为康定本土歌手，非常荣幸
能参演此次歌剧《康定情歌》，同时也
非常感谢甘孜州和上海音乐学院打

造这么经典一个剧目，将民族文化进
行了传播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甘
孜、爱上甘孜。

生动的情节、精彩的演绎，《康
定情歌》此次展演在一阵又一阵雷
鸣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然而一些
观众仍沉浸在刚刚剧情里，久久不
能平静。

“太好看了！跌宕起伏的剧情完
全牵动着我的情绪，演出者唱腔优
美，让我们身临其境，被带回那充满
爱与奉献的革命年代，希望下一次能
和朋友再一次观看。”沉浸在结尾的
余韵中，成都市民唐先生激动说道。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甘孜人，
从小就听着康定溜溜调长大，真切
感受到廖昌永老师将我们甘孜的音
乐文化融入了时代的潮流，创作出
的歌剧充满康巴风土人情和本土音
乐元素，太让人惊喜了。”观众沈学
丹告诉记者，希望未来有更多热爱
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艺术的创作
者，能将甘孜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
时代主题结合，创作出更优秀的艺
术作品。

在本次展演中，中国音乐家协
会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新
华网总编辑钱彤，上海市委宣传部
原副部长陈东，甘孜州、省委宣传
部、省委统战部、成都市有关领导到
场观演。

民族歌剧
《康定情歌》亮相“蓉城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