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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日，随着 10
千伏磨海线海螺沟支线成功送
电，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圆满完成海螺沟景区的电
力灾后重建工作。

海螺沟是我州两个 5A 级景
区之一，受“9·5”泸定地震影响，
景区电网严重受损，多处电缆通
道损毁，恢复难度极大。甘孜公司
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坚强领
导下，组织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景
区电网规划和重建工作。

本次恢复重建工作共新建电
缆13公里、架空线路5公里。面对

作业面广、协调难度大、道路受
阻、地质松散、震后次生灾害频发
等一系列难题，甘孜公司严格贯
彻执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灾后
重建工作要求，持续发挥“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苦中奋发
有为”的甘孜电力精神，自8月20
日具备进场条件起，采取多班组、
多点位同时作业的方式，不间断
开展电网抢建，在保证施工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经过 3 个月的
连续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海螺
沟景区电力灾后重建工作。

国网甘孜泸定供电公司

甘孜日报讯 近期，随着雨雪
凝冻天气到来，群众冬季用火、用
电进入高峰期。为切实做好冬季
消防安全工作，全面增强群众消
防安全意识，德格县多措并举扎
实抓好用火用电安全工作，全面
筑牢冬季“安全防火墙”。

强排查。聚焦养老机构、学
校、机关单位、寺庙等冬季用火重
点区域，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截至目前，召开专题会议6
次，开展安全隐患排查4次，督导
检查学校、农户、寺庙、机关单位
等160余家次。

提能力。在县消防救援队伍

基础上，成立志愿消防队，加强业
务培训，强化日常训练，壮大救援
队伍力量，提升救援人员专业素
质和综合业务能力。截至目前，成
立志愿消防队 2 支共 26 人，开展
应急演练3次，参演人数达280人
次，投入装备80余件。

重宣传。成立“包村干部+村
两委干部”专项督导小组，充分利
用辖区内宣传栏、村村通广播，深
入开展“面对面”“1+1”防火基本
常识宣传。截至目前，开展“面对
面”“1+1”宣传 380 余人次，受教
人数达1200余人次。

县宣

甘孜日报讯 近日，理塘县普
降大雪。理塘公路分局组织沿线
各站点第一时间出动除雪保通队
伍，科学配置机械设备，迅速投入
除雪保通作业。

各作业点采用“人机结合、
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方
式，铺撒防滑砂。尽最大力量、
用最少时间清除道路积雪，做
到雪不停、人不撤，确保了公路
安全畅通。协同理塘交警，为被
困车辆安装防滑链，铺撒融雪

剂。此次除雪保通，投入装载机
1 台、重型自卸货车 1 辆，皮卡
车 1 辆，调派人员 7 人次，使用
防滑砂 5 吨。

下一步，理塘公路分局将集
中精力铲冰防滑，防止结冰造成
道路安全隐患，并时刻保持高度
警惕，随时准备继续作战，竭力
打造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切实
做好管养路段今冬明春除雪保
通工作。

志玛央章 叶强平 文/图

甘孜日报讯 目前，我州全域
进入冬季，州交通运输局全力以
赴抓实冬季道路安全保通保畅工
作，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组织养护工作人员对管养路
段进行巡查，目前，共排查出冬季
道路安全隐患 270 处，已及时处
置。针对国省干线公路60余处低
温雨雪冰冻灾害路段，逐一制定
了管控措施、落实了相关责任人、
设置警示标志186个。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
备，建立以县（市）交通运输局和
公路分局为主体，公路设计、施
工、监理为补充的应急抢险队伍

72 支、1887 人，储备必要的应急
抢险装载机、挖掘机239台，运输
车辆 140 辆，确保一旦发生安全
事故能够迅速反应，妥当处置。

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结合交通运输
执法“强安2023”执法监管工作，
强化冬季道路安全监管工作。截
至目前，共派出交通运输执法检
查小组 108 组次，出动执法人员
530 人次，检查企业 211 家次，安
全宣传132次，教育警示人数128
人，排查发现一般隐患 13 起，完
成整改9起。

州交通运输局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圆满完成海螺沟景区
电力灾后重建工作

德格县

多举措筑牢冬季
用火用电安全底线

理塘公路分局

除冰雪 保畅通

图为机械操作手正在清理公路积雪。

州交通运输局

排查安全隐患
稳保冬季道路畅通

安全生产 刻不容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清晨，当第一缕曙光照射大地时，
新龙县拉日玛镇牦牛产业技术标准化
养殖示范基地的养殖员已开启一天的
忙碌模式。

养殖基地内的牛舍干净整洁，一
头头牦牛膘肥体壮、毛色光亮，在此起
彼伏的牛叫声中，养殖员开始给牦牛
添加草料，清扫牛舍，观察牦牛的生长
和健康状况等，不敢有半点疏忽。

2021 年，新龙县成为省州“亚克
甘孜”牦牛产业集群建设县之一，在两
年的产业建设发展中，如今已初步形
成牦牛产业集群“一核、两片、多点”的
产业布局，为下一步助力发展新龙县
多功能大循环农业，在“智慧农业”“有
机农业”方面突出“种养循环”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养殖基地主要采取放牧加补饲
的喂养方式，前期放牧加补饲，后期圈
养育肥”，现场管理人员魏学均介绍，
基地已出栏及即将出栏牦牛近 300
头，现存栏500余头，并有部分牦牛在
回场途中。据了解，截至今年11月，全
县共出栏牦牛2.072万头。

魏学均介绍说，牦牛标准化养殖
基地的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通
过科学饲养，提高日增重和缩短出栏
时间，让周边牧民感受到科学养殖牦
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从而让改进饲养
方式，进行科学养殖。为增加农牧民收
入，基地也常常不定期招聘临时工，同
时基地每年采购成百上千吨的草料，
都是有偿让当地农牧民装卸，达到互
惠互利。

同时，新龙县委、县政府投入资金
759.6万元，共采购5个移动奶源收集
点，购置鲜牦牛奶运输周转车一辆。待
项目正式投入生产后，预计每个收奶
站将解决 3-5 名人员就业，每台收奶
车将解决 1-2 名人员就业，每人每月
工资在2500-5000元左右。预计将为
农牧民家庭带来一年6.3万元的基本
经济效益。

近年来，新龙县委、县政府坚持
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从加强宣传引
导、制度保障、合作发展、激励助推
等 4 个维度发力，破解“惜售、戒杀”
痼疾，农牧民支持拥护出栏成为主
流思想。

据悉，新龙县拉日马牧区品种
牦牛“拉日马牦牛”已获得“新龙牦

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下一步，该
县将继续按照牦牛产业集群“一核、
两片、多点”的产业布局，提前谋划
2024 年畜牧业工作。示范基地将主
要从“品种—饲草—营养—疾病—
养殖—产业化示范”等环节全方位
进行研究与技术集成，重点打造“放
牧+精准补饲”“舍饲+精准育肥”

“育种+良种繁育”的实用养殖技术
成果转化应用基地，将牦牛饲养管
理、本品种选育、适时出栏、营养调
控、牧草种植及加工、疾病防控等实
用技术，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进一步
加强产业纵深建设，进一步加强牦
牛品种改良，更好的将良种、良繁、
良育等品种优势在集群建设中突出
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唱响乡村振兴“牧歌”
新龙县做强牦牛产业

◎扎西俄热 荣珂娇 益西龙加

甘孜日报讯 时下，正值白玉县昌
台牦牛出栏期，在该县农贸市场肉类
销售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吆喝声此
起彼伏。

据了解，今年 11 月初，县农牧农
村和科技局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部
署，积极对接金沙乡、章都乡、绒盖乡、
纳塔乡、阿察镇等乡镇，科学合理排班
布局，确立乡镇售卖时间及地点，及时
跟踪价格信息动态。全县各乡镇售卖
意愿强烈，完全能保障当地干部群众
在冬季购买到新鲜牦牛肉。截至目前，
各乡镇在农贸市场已销售牦牛36头，
销售额达38万元。

在售卖现场，乡干部负责吆喝、介
绍，村“两委”负责切割、出售，乡、村干
部变身“推销员”，不一会就吸引了许
多群众纷纷驻足购买，现场一派热闹
景象。

为提高出栏率，县农贸市场给各
乡镇提供了免费摊位，“我们是村干部

带头轮流来卖，有免费的摊位，昌台牦
牛肉品质很高，很受大家的欢迎，根本

不用担心卖不出去。”查科村村干部泽
仁绒布高兴地说。

“以前买新鲜牛肉要到乡下，现在
县城市场内就有供应，且价格也公道，
真是太方便了。”市民邹启燕感慨地说。

近年来，白玉县立足实际，积极
融入全州牦牛产业集群布局，建设昌
台牦牛良繁体系，突出昌台牦牛地方
区域品牌，推动传统牧区散养产业向
现代化牧区规模产业转变，提升“昌
台牦牛”知名度，推进牧区经济产业
链延伸。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不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并对出
栏较好的乡镇、村、合作社、出栏大户
以及优秀个人兑现牲畜出栏奖补资
金达 150 余万元，通过奖补以点带
面带动提高全县牧民群众积极出栏
牲畜。

据了解，今年以来白玉县牲畜出栏
50158 头(只、匹、羽），其中牦牛出栏
22136 头，完成任务 79%，生猪出栏
1375头，完成 91%的任务目标。

德呷 郎呷 文/图

白玉县

多管齐下提高牲畜出栏率

甘孜日报讯“通过这十几天培
训，我学会了编织毛线玫瑰花，现在就
有人来买，30元一朵，以后我可以凭这
技能挣钱了！”九龙县魁多镇里伍村村
民、脱贫户张子庆兴奋地说。在魁多镇
里伍村委会院坝里，绣娘们在老师指导
下，有的纺线、编织藏毯，还有的正在用
绣针织着玫瑰花，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近日，九龙县手工编织技能培训
班开班。这次培训由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九龙县龙韵民族工艺
品有限公司和州指尖造艺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承办，培训时间 20 天。来自魁
多镇5个行政村共54名学员（含脱贫
户11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课程分为理论与实际操作课
相结合，培训课程设置合理紧凑，培训
项目有编织篮子、钩织玫瑰、手工藏地
毯三种技能。针对农牧民学员文化水平
不高的特点，以实际操作为主，目的是
让学员熟练掌握手工编织技能技艺。

学员们表示，培训学校教师均有
丰富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尤其在长期
的教学与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独具特色

的教学方法。针对学员不懂的问题，老
师采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
法，实行“一对一”面对面地辅导，通过
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教学，让学员
反复练习，熟练掌握技能技艺，达到熟
练地编织成品。

同时，县人社局还进一步加强培
训过程监管，要求承训机构派出班主
任1名、培训老师2名以上，全程参与
学员培训管理，并安排乡镇协理员跟
班督导，采取定时蹲点等方式对培训
过程进行常态化监管，包括学员签到

打卡、安全管理、维持课堂纪律，确保
培训严格有序、持续有效。

“我们从完全不懂编织，到现在编
织手艺越来越熟练，都多亏了专业老
师的指导，以后在农闲时，在家里就可
以编织工艺品和竹、藤编产品售卖，实
现增收致富。”学员拉姆高兴地说。九
龙县龙韵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表示，
对学员后期生产的产品，将按照订单
式派单生产，按照质量标准收购，提高
群众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九宣

九龙县

加强技能培训
“编”出幸福好生活

甘孜日报讯 为拓宽群众就业渠
道，提高群众职业技能，近日，在甘孜
县总工会的帮扶下，甘孜县下雄乡俄
措村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厨师技能培
训。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工作，采取各
种宣传形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
本次职业技能培训主要以餐饮

服务为主，采取讲解、实操相结合
的授课形式。为达到更好的效果，
专门制定课程计划，并邀请专业工
作人员进行授课。培训结束后，以

现场实际操作的形式进行考核，对
熟练掌握厨师技术技能的学员发
放合格证书。

参加培训的学员们表示，很感谢
党和政府提供的这次培训机会，一定
会认真学习，掌握好厨师技能，为以后

务工打好基础。据了解，该乡下一步将
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开展多种形式技
能培训，帮助群众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带动更多劳动力
就业。

洛绒拥西

甘孜县

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牦牛产业技术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干净整洁的牛舍。

牧民售卖牛肉交易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