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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巴塘县
立足“我为群众办实事”和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从解决群众身边的事入
手，以“巴塘先锋·为你服务”行动为
抓手，不断延伸志愿服务触角，擦亮

“党建+”服务品牌底色。
该县在“5·8世界红十字日”、全

国爱国卫生月、义务植树节等时间
节点，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全县1800
余名党员开展“爱心星期六”、河道
清理、植树造林等志愿服务。志愿者
深入敬老院为老人捐赠发放爱心鞋
袜 800 余双；围绕河道治理划分党
员责任区，全面清理县域内河道水
面及两侧危害水生态环境的垃圾；
栽种树苗2.4万余株，助理河西万亩
立体生态园建设。

各乡镇、涉旅部门立足安全保
障、消费维权、道路保畅等，以“五
一我在岗，服务不断档”党员志愿

专题服务行动为抓手，创新实施常
规服务做细、特色服务创新、多方
渠道联通的“细新联”举措，全天候
提供在线旅游咨询、游客接待、景
点推介、指路引路、急救科普及宣
传预防高反知识等便民服务，清扫
路面飞石、清捡白色垃圾，彰显为
民服务本色。

组织 28 个乡村基层党组织与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指挥部、参建单
位党委（党支部）全覆盖结对共建，
签订地企共建协议。今年以来，共同
化解了54起矛盾纠纷、处理了40条
群众诉求、解决了 30 个困难问题，
使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项
目建设。探索建立县乡边界联合党
支部结对联网制度，在建立联合党
支部的基础上与毗邻县乡建立边界
流动网格，实现优势互补共赢。

洛绒拉姆

巴塘县

做优“党建+”服务品牌
传递为民服务温度

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开展“我为
青年办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
青年业余文化生活，营造暖心留才
的良好氛围，5月21日，共青团乡城
县委举办了“青年夜校‘开学第一
课’”蛋糕烘焙体验课。

课堂上，烘焙老师向学员们介
绍了制作蛋糕的基本流程和所需材
料，并耐心地讲解每个环节的技术
要领和注意事项。学员们围在操作
台周围，聚精会神地倾听、观看、记
录，大家学习热情高涨，积极与老师
进行互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员们
纷纷动手实践，通过相互探讨、相互
协助，一个个造型精美、香气扑鼻的
蛋糕新鲜出炉，大家的脸上都洋溢

着收获的喜悦。
青年学员们纷纷表示，这个活

动非常有意义，不仅可以学到很多
知识，还可以结交到很多朋友。

下一步，共青团乡城县委将持
续聚焦青年学习、工作、生活现实需
求和兴趣爱好，推出成人爵士课、运
动健身课、摄影摄像课、硬笔书法
课、阅读分享课等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课程，让更多的青年朋友在业
余时间有新追求、好去处，为青年提
供更多学习技能、结交好友、丰富生
活、提升自我的活动，增强青年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为青年成长成才充
电赋能。

记者 冯丽娜 文/图

乡城县

“青年夜校”为青年成长
充电赋能

甘孜日报讯 共青团泸定县委
于 5 月 21 日开展了泸定县 2024 年

“青春志愿·守护生命”校园应急安
全课堂活动专题培训。

培训过程中，专家团队通过“科
普教学+游戏互动”的形式，围绕校
园应急安全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包括地震、火灾等常见自然灾
害的应对方法，以及日常生活中可
能遇到的安全隐患和预防措施，让
参训学员模拟体验了应急逃生的过
程，加深了对安全和避险急救知识
的理解记忆。

“此次培训活动不仅提高了我
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也
为我们今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回去后，我将
继续关注青少年的安全教育问题，
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教育方式，为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成武
小学教师玉琼志玛说。

“青春志愿·守护生命”校园应
急安全课堂项目的实施，旨在不断
提升“9·5”泸定地震灾区中小学校
在校师生识灾避灾防灾意识，引导
当地广大志愿者参与应急志愿服
务，在防灾减灾工作中把志愿服务
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延伸拓展，营
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浓厚氛围。

该县中小学教师、各乡镇及西部
计划志愿者代表30余人参加了培训。

县融媒体中心

泸定县

开展校园应急安全
课堂活动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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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路藏寨位于墨尔多山镇，放眼
望去，整个藏寨处于平坦的山腰，村
寨中全是以一座座风格独特而又带
有庄重之感的碉楼为主，零零散散地
分布在缓坡上，这里是碉楼和民居结
合最好的村庄。

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工作开展以来，丹巴县将传统村落资
源与县域旅游优势结合，正着手打造
邛山土司官寨、党岭、莫斯卡等新的
文旅地标。

以传统村落保护为契机，该县结
合中路的文化资源和原生态的嘉绒
藏族生活状态，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在保护传统村落整体风貌、肌理、格
局的基础上，打造民宿品牌，依托乡

村旅游产业的开发运营，将中路打造
成集休闲和观光农业为一体的“最
美”藏寨，形成乡村产业振兴的示范
效应。

随溪流峡谷而上，来到巴底镇邛
山村，映入眼帘的是丹巴县特有的石
砌白墙民居错落有致，拱卫着高大沧
桑的土司官寨高碉，这里就是久负盛
名的丹巴县巴底土司官寨。

“巴底是东女文化主要分布区之
一，也是美人谷的原乡，同时还是嘉
绒邛山土司官寨遗址所在地。”巴底
镇党委书记尼玛说，传统村落保护一
面是传承、一面是发展，如何兼顾？

立足邛山村资源禀赋，村民拥忠
花了四年多时间，打造了一处原滋原

味又不失雅致的特色民宿。走进民宿
内部，可以看到民宿外观结合了嘉绒
藏式的建筑特色，房间内部配备了现
代化的设施设备。从民宿的落地窗向
外眺望，邛山秀丽的风景尽收眼底。

目前，邛山村共有4家民宿初见
雏形，另外几家新的民宿正在装修
中。“我们正逐步把邛山村打造成旅
游产品，让村民都吃上旅游饭。”尼玛
表示，将用文旅融合提质，产业振兴
助力，以既古老又年轻的姿态，让传
统村落迸发出别样的生命力，焕发新
的光彩。

中路乡和巴底镇的变化，只是丹
巴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缩影。

根据保护价值、资源优势、基础

条件、开发前景等要素进行考量，丹
巴县将全县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分
为“精品村”“提升村”“保护村”三类，
与罕额依、甲居、聂呷、高顶、科尔金
等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省级传统村
落和“潜力村”带动打造。

如今，梭坡碉楼群、甲居藏寨、美
人谷核心土司文化、革什扎、党岭组
团县级示范初见成效，其保护利用效
果明显，文化遗产、传统建筑、人居环
境等有较大提升，村落村貌整洁优
美，村落内传统建筑基本得到保护利
用，村民基本实现生活设施便利化、
现代化，并建立较完善的保护利用工
作细则，形成长效机制，成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示范区。

丹巴县

守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愁记忆
五月，走进丹巴县，古朴的

村庄被晨雾缠绕，独具特色的

传统藏式民居映入眼帘，四周

布谷鸣啼。白色的藏寨与美景

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浓墨

重彩的画卷，吸引众多游人来

此“打卡”。

丹巴县是以嘉绒藏族为主

的多民族集聚区域，辖9镇3

乡，136个行政村、4个社区，有

藏、汉、羌、回、彝等10余个民

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里

的先民们依势而立、顺势而居，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自2012年国家实施传统

村落保护与利用政策以来，丹

巴县已有38个传统村落列入

名录，实施挂牌保护制度。

近日，雅江县2024松茸文化
季“圣洁甘孜 雅江味道”特色美
食厨艺大赛在该县木雅广场举
办。来自该县县域内的10家餐厅
参加了当天的技能竞赛。图为美
食厨艺大赛现场。

县宣 文/图

圣洁甘孜
雅江味道

图片
新闻

近年来，丹巴县不断加大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力度，2022年5
月，印发《丹巴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目标
和任务，同时开展《丹巴县农村住房
规范建设及建筑风貌管控指导图集》
编制工作，用图集来管控 38 个国省
级传统村落、以及9镇3乡农村传统
住房风貌。

按照《甘孜州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总体规划》，丹巴县因地制宜，将
传统村落划分为6个传统村落群：丹
巴梭坡碉楼群组团，以古碉可研、康
养度假为主，建设国际千碉之国；中

路碉楼群组团，以突出传统村落文
化资源，建设乡村康养旅游名村、国
际研学基地；甲居藏寨组团，以全国
最美乡村品牌，建设中国最美山地
乡村；土司文化组团，以丰富的土司
资源，打造土司官寨文化体验区、中
国健康好乡村；革什扎农业组团，以
嘉绒区域特色文化，发展涉藏文化
体验旅游和农牧产业示范基地；党
岭自然风光组团，以藏族村落保护
为主，发展牧场风情体验与自然生
态观光高原牧区，区域整体联动建
设高原童话世界。

作为嘉绒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
村落融自然山水、道德传统、民俗民

风、建筑美学于一体，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建
筑、艺术、旅游等价值。

丹巴县以传统村落保护为突破
口，树立底线思维，提升乡村品质，丰
富乡村旅游体验，共同推动传统村落

“出圈”。
对此，丹巴县对现存的562座古

碉、其他 20 余处文物、1026 个（处）
文化资源进行了普查登记，编辑成

《丹巴文化本底资源调查文集》。并先
后对全县 28 座古碉、巴底邛山土司
官寨主体、中路古遗址和石棺葬墓群
保护项目进行了抢救性维修，挂牌古
树名木100余株。

同时，收集整理出五大类、26小
类的丹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对
19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进行统一挂
牌；累计整合投入 5.12 亿元用于 46
个国省级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环
境整治、保护利用。

2023 年底，丹巴县实现有效保
护的村落比例达到50%以上。

丹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业兴了，村才能‘活’，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促进传统村落的传承发展，要
见人、见物、见生活，做好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才能留住乡
亲、吸引‘新村民’，最终形成保护内
生动力和文化自觉。”

传统村落焕发出新活力

传统村落助力乡村振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还巢。保护
好传统村落宜居宜业的同时，更要做
到乡村和美。”丹巴县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局长王乾康表示，传统村落生
活的文化传承价值，是传统村落的主
体与灵魂所在。村子有产业支撑，有造
血功能，村民在家门口能就业、能安
居，传统村落才能真正“活”起来。

对此，丹巴县委、县政府提出创
建“全域传统村落”的目标，按照“集
中连片、梯度推进”和“高品质保护、

高水平利用、高质量建设”的要求，传
承本地特色，保持乡土风味，注重乡
建塑形，凸显古碉藏寨独特风貌，有
效保护原始、特色的自然肌理，将文
化融入空间，塑造特色文化场景，不
断提升传统村落发展保护利用水平。

在甲居镇甲居一村，一幢幢装饰
着民族纹饰的木屋伫立村寨中，干净
整洁的硬化路蜿蜒在房前屋后。地处
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甲居藏寨景
区腹心，甲居一村实现传统村落生活

的文化传承价值，以旅游接待服务为
主要产业，共有民居接待户44户。

通过整合布局特色产业、特色美
食、历史文化等，甲居一村通过发展农
旅融合型产业链，实现文旅新突破。

“在打造文旅地标的同时，我们
通过保护利用非遗文化，吸引了一批
非遗传承人回乡就业，同时引导村民
和村集体以土地、房屋等资源入股，
盘活了土地。”该县文旅局局长杜鹃
说，今年“五一”假期，丹巴县共接待

游客11万人次。
丹巴县通过加大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坚定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突出
“文旅+农旅”，发展集观光、体验、休
闲、研学、民宿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形成了以生态种植、观光体验、田园
文创、健康颐养为特色的传统型、生
态型乡村，推进发展特色民宿及乡村
酒店415家，形成了美人脆、黄金茄、
黄金荚、香猪腿、甲居牦牛肉等特色
农产品。

共同推动传统村落“出圈”

◎降初泽郎

图为美丽的甲居藏寨。本报资料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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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扶
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营造扶残助残
的社会风尚，5月19日，甘孜县在庭
卡乡举行了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
美好生活”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县司法局宣讲员
为大家详细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旨在以法律法规
保障残疾人的权益和福祉。通过宣
讲，让广大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法
律法规内容、保障措施及相关政策，

增强大家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认
识。活动还邀请“圣洁甘孜”老兵志
愿服务队红色文化宣讲队队长讲述
红色故事。

活动现场，还表演了精彩的舞蹈
和朗诵节目，开展了残疾人体育趣味
游戏，让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
运动的乐趣。该县中藏医院医生在现
场开展了健康义诊，为残疾人提供免
费的健康咨询和医疗服务。

呷登友珍

甘孜县

开展全国助残日宣传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