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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天气
如何防雷？

夏季暴雨频发，暴雨来临
时该采取何种防范措施保障
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一
起来学学夏季防汛防雷防暴
雨的小知识吧。

室内如何防雷
1.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

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
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

2.碰上雷雨天气，在室内
远离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屋
顶相连的下水管等。

3.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
拨打、接听电话，或使用电话
上网，应拔掉电源、电话线及
电视馈线等可能将雷电引入
的金属导线。

4.晾晒衣服被褥等用的
铁丝不要拉到窗户、门口，以
防铁丝引雷。

5.不要在凉亭、草棚和房
屋中避雨久留，注意避开电
线，不要站立灯泡下，最好是
断电或不使用电器。

室外如何防雷
1.外出如遇雷雨，可以蹲

下，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
时将双脚并拢，减少跨步电压
带来的危害。

2.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
3.下雨时不要在水边(江、

河、塘、渠、水库等)、洼地停
留，要迅速到附近干燥的住房

避雨。山体下的路上要注意观
察，预防泥石流。

4.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如
伞、锄头、铁锹、羽毛球拍、钓
鱼杆等)在雷雨中停留，随身
所带的金属物品应该暂时放
在5米以外的地方，等雷电停
后再拾回。

5.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
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
的接地线、大树树干等可能因
雷击而带电的物体，以防接触
电压或者接触雷击和旁侧闪
击。

6.雷雨、暴雨天气时，在
户外最好不要接听和拨打手
机，因为手机的电滋波也会引
雷。

7.遇到雷雨，暴雨天气外
出时，最好穿胶鞋，这样可以
起到绝缘作用。

8.雷雨天气切勿游泳或从
事其它水上运动或活动，不宜
停留在游泳池、湖泊、海滨、水
田等地和小船上。不宜进行室
外球类运动，不宜骑自行车。

9.当感觉到身体有电荷
时，如头发竖起，或者皮肤有
显著颤动感时，要明白自己可
能就要受到电击，应立刻倒在
地上，等雷电过后，呼叫别人
救护。

本报记者整理

汛期必备安全知识

甘孜日报讯 一大早，在泸
定县烹坝镇马厂村灾后恢复重建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来回穿梭，有条不紊地
架设模板、绑扎钢筋、搅拌混凝土
……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正在施工的是马厂村4号主
堰渠道，全长四十多米，现场施工
工人8名，目前已完成渠道开挖，
接下来将开展底板混泥土浇筑工
作。”项目现场施工员张毅向笔者
介绍道。

自“9·5”泸定地震以来，泸定
县水果、蔬菜、中药材等特色产业
基地的土地资源受到破坏，土地
利用率下降，农业产业遭受损失。
面对困境，泸定县农牧农村和科
技局迅速行动，积极争取上级支
持，成功立项并启动“9·5”泸定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特色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为泸定县农业产业复苏
注入强劲动力。

该项目规划了四大核心建设

内容，包括农户自建提升、商品有
机肥采购发放、蓄水池和灌溉管
网建设、田间道路建设等4项单项
工程。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极
大改善和提升泸定县农业生产基
础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
能力，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供
保障，全方位、多角度地推动农业
产业高效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80%，其中采购并发放
商品有机肥2700吨、建成蓄水池
19口、渠道完成9.29公里、灌溉管
网完成安装95.35公里、田间道路
已完成 36.57 公里，预计今年 11
月能够完成项目建设。

下一步，泸定县将统筹推进粮
食生产、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建
设等重大任务，建设好实施好产业
恢复重建项目，力争把灾后恢复重
建后的泸定打造成为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新样板”。

泸定县委宣传部供稿

泸定县

特色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甘孜日报讯 继国道 227 全
线贯通“直接串联”亚丁与泸沽湖

“梦幻联动”才刚刚过去半月，稻
城县交旅融合发展格局又再次

“上新”，只不过这回涉及“内循
环”——7 月 5 日，环亚丁交旅融
合项目暨稻城县天文考古科技集
群公路工程开工仪式在该县噶通
镇举行。这是稻城县把握大香格
里拉交旅融合交通建设项目发展
机遇、积极打造“天、地、人”文化
旅游新地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又
一重要举措。

该工程项目主线全长约10.4
公里，路线平均海拔 3780 米，起
于稻城县金珠镇西北侧湿地公园
附近，与国道227线平交，经皮洛
遗址、皮洛遗址博物馆（在建）、两
家村、寒桑村、子午二期天文观测
基地、色拉村，止于色拉花海北
侧，与国道227线平交，采用三级
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
30 公里，路基宽度 7.5 米，预计
2026年5月完工。项目建成后，不
仅将完善稻城县天文考古公园基
建路网，还将一举串联起稻城县

“天文科研、雪山生态、史前文化”
三大世界级文旅资源，观星科普、
考古遗址、与藏乡村寨、大地景观
等资源“捆绑”，实现景区景点交
通互联、发展互动，“快进慢游”的
旅游公路体系得以构建，并将呈

现出具有故事性的精华景观序
列、发挥出单一资源联合加持的
开发效益，推动天赋资源优势向
高质量发展优势转变。

近年来，稻城县乘着全域旅
游的东风，立足全时空画卷的世
界级文旅资源，围绕“大香格里拉
交旅融合发展格局”建设，全面推
进“全方位互联、全景化体验、全
配套覆盖、全产业共兴”的旅游交
通发展新格局，以“一环三圈多
联”的交通主骨架网络，全力破解
交通瓶颈，通过交通赋能旅游、旅
游引领交通的方式，基本形成外部
最快50分钟可达，内部景区景点
串点成线的“交通+文旅”融合发展
新格局。

据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
绍，大香格里拉环亚丁交旅融合项
目去年全面启动以来，先后开工建
设国道664线香格里拉镇至各卡

（川滇界）段改建工程、俄初山隧
道、省道 462 线仁亚路、省道 463
线俄初山越岭段大修工程等项目，
目前均推进有力有序；接下来，将
集中精力抓实环亚丁交旅融合项
目落地，促进川西地区交通网络
体系更加完善，助推稻城县创建
世界级自然生态历史科技文化旅
游集群、甘孜州建设“天文+人文+
生态”全时空旅游目的地。

记者 李娅妮

串联三大世界级文旅资源

稻城县天文考古科技
集群公路开工

抓落实 看行动 见成效

7 月的丹巴县巴旺乡，林间溢满着
凉爽。

走进海拔 2600 米的巴旺乡格呷村
德依实验田里，一排排刺龙苞迎风而立，
白色和紫色植株交相呼应，形态优美，叶
片翠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从今年3月份试种到现在，目前这
批刺龙苞长势非常好，最高植株有1米2
左右，试种的成功也为下一步大面积种
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看着眼前郁郁葱
葱的刺龙苞，格呷村党支部书记旺丹开
心地说。此时，他正在地里查看刺龙苞的
长势，不时弯腰除去地里的杂草和植株
多余的枝叶。

刺龙苞是中国传统的药食两用的山
野菜，营养价值丰富。可食用的嫩芽中含
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具有除湿活
血、安神祛风、滋阴补气、强壮筋骨等功
效，并且刺龙苞好种、好管、好成活，自我
繁殖能力强，不用施农药化肥，它是纯生

态的绿色食品，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
试种的成功，让汪丹高兴不已。这一

年多来，他遍访名师，只为在乡村振兴中
走出一条属于格呷村的致富新路。在海拔
1900米的巴旺乡格呷村苗圃，经过汪丹
精心培育的刺龙苞苗悄悄冒出了嫩芽，在
这一亩地里，就有3万株的刺龙苞苗。这
些健康生长的植株证明了刺龙苞在巴旺
乡具有良好的生长环境和种植潜力。

在种植过程中，汪丹时常把村民聚
到试种地里，手把手教他们种植技巧和
管护方法，并介绍他的种植经验以及外
出考察情况，他说：“刺龙苞具有管护容
易、不易被野生动物破坏的特点，一次种
植能够采摘30年，在管护得当的情况下
第二年就能有收成，三年后能达到亩产
150公斤，按照目前的价格，每亩地能有
近万元的收入。”

“现在培育刺龙苞的苗圃已经出苗，
明年 3 月就可以分给村民，村民大都有
意向大面积种植，以后种植刺龙苞将是
我们村的致富新途径。只要群众腰包鼓
起来，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我再苦再累
也值得。”对下一步的种植规划，汪丹胸

有成竹。
刺龙苞的成功试种和下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的计划，不仅为当地的农业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村民们带来了新

的希望和机遇。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丹巴县也
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资源，推动乡
村实现全面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长势喜人的刺龙苞苗。

丹巴县巴旺乡

种植刺龙苞 走出致富路
◎杨洪川 文/图

甘孜日报讯 青山环抱、绿树四
合。盛夏时节，走进康定市鱼通镇雄康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猪繁殖科技
示范基地，一排排厂房整齐排列，清洁
的养殖区、现代化的科技养殖场景呈
现在笔者眼前，这里的生猪产业逐渐
脱离传统的养殖方式，走出一条现代
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笔者在该基地远程监控系统看
到，猪舍全部采用智能养殖设备，不
仅安装有电子饲喂站、自动料线、电
子测定站等设备，还运用了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智慧化控制技术，实
现精准饲喂、环境控制、猪只健康和
行为监测等。

“基地的大数据系统能及时根据
生猪的生长阶段对饲料等进行调整优
化，各个猪舍的温度湿度控制、喂料喂
水等环节也都实现了自动化运行，不

但能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还能为生猪
提供更优的生长环境。”基地负责人尤
连康介绍说。

据了解，该基地占地 55 亩，总投
资1600万元，目前可容纳320头能繁
母猪，一年最高可出栏生猪5600 头，
年经济效益达1170万元以上。基地由
生产区、生活区、二级中转区及无害化
环保区四个部分组成，是一个集繁育、
养殖、环保于一体的现代化生猪产业
示范基地。

“为预防疾病，我们示范基地采用
封闭式管理，严格消毒工序，有效降低
疾病传播风险。”尤连康进一步介绍
道，基地还根据生物安全等级严格实
行净污分道、分区管理，这种严格的管
理措施不仅确保了基地的清洁与卫
生，还为生猪的健康生长提供了有力
保障。

在基地内，每一头猪都拥有着自
己的“身份证”。从仔猪断奶到生猪出
栏，每一道流程都由综合管理平台进
行记录，确保发生问题时能第一时间
溯源。“猪吃多少饲料、喝多少水，都可
以通过环控饲喂系统传送到大数据平
台进行分析，便于实时了解它们的饮
食、健康状态。”尤连康说，一旦发现猪
有异常表现，智能化管理系统就可以
精准捕捉，并向工作人员发送提醒处
理信息，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障生猪
健康生长。

养猪要发展，环保要先行。实现
猪粪无害化处理是现代化养殖的重
要内容，基地配套建设粪水分级处
理系统，采用机械清粪工艺，实现粪
肥固液分离，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化
回收利用。建设高效空气过滤系统，
将臭气集中收集处理，实现粪污减

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实现
“绿色”和“生态”养殖，确保生态环
境安全。

“我们基地通过专用粪污管道直
达全村 92 户村民的土地，干粪也无
偿发放给村民，达到灌溉、施肥的目
的，实现二次粪污资源化利用、种养
循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尤连康告
诉笔者。

近年来，康定市始终坚持“优政
策、强机制”，进一步扛起“保供之
责”，把生猪产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
之一加以重点扶持。通过严格落实省
州激励政策、制定出台地方扶持措
施、建立涉农资金整合机制等手段，
有效调动农户和养殖大户的积极性，
促进生猪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康定市
农村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活力。

市委宣传部供稿

康定市

科技赋能实现生猪“绿色养殖”

向“新”提“质”
深入学习贯彻州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甘孜日报讯 7月4日，2024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
交通银行展台推广的一款用数字人民
币支付、包装独特的蜂蜜水引人注目。

这款蜂蜜水源于理塘县，高原地
区的清新空气、纯净水源，为蜜蜂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这款蜂蜜水
在蜂蜜原味的基础上，还融入了柠檬
的清新口感，醇厚而细腻，带有一种淡
淡的甜香。喝上一口，仿佛能感受到高
原的清新空气和蓝天白云。

理塘县是四川省 39 个欠发达县
域托底性帮扶县之一，平均海拔4300
多米。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生长着倒提
壶、羊蹄甲、黄刺玫等特色藏地药材植
物，为发展蜂蜜产业奠定了基础。在呷
洼乡，素来就有养蜂的传统，但以往，
原始粗放的养殖方式蜂蜜的产量并不
高，一到冬天，蜜蜂就会大量死亡。

2020年6月，引入的理塘县吉吉蜜蜂
业公司，通过“合作社+企业＋农户”
的方式，发展养蜂产业，带动村民实现
就近就地就业，促进村民稳定增收，形
成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

为充分发挥理塘资源禀赋优势，
提高蜂蜜产量，2023 年，交通银行向
合作社捐赠了智能蜂箱，让蜜蜂顺利
过冬，实现稳定的蜂蜜产出；同时，交
通银行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优势，上
线“极蜂三一八”小程序，运用数字手
段还原蜂场真实养殖场景，通过对接
环境摄像头、智能蜂箱传感器等物联
设备，直连生产端和消费者。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极蜂三一
八’小程序，就能看到每个蜂箱的温
度、湿度、产蜜量，通过声音走势，还能
判断蜜蜂的数量。”在理塘县甲洼镇中
华蜜蜂养殖基地，星星点点的智能蜂

箱整齐地排列在格桑花开的草原上，
蜜蜂嗡嗡声不绝于耳，理塘呷洼尼依
养蜂合作社负责人陈小娟说。

由于蜂箱情况可实时查看，既实
现了蜂箱放心认养、蜂蜜安心购买，也
满足了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
需求，大大提升消费者的参与感和价
值获得感。“去年，我们还推出了蜂箱
认养计划，吸引了全国各地消费者认
养，为我们接下来的销售多了一条渠
道。”陈小娟介绍道，合作社欢迎认养
者自驾旅行，在感受国道 318 线沿途
风景的同时，到蜂场参观，亲身体会
每一瓶蜂蜜的产出过程。

2023 年，加入合作社的理塘县 5
个村 166 户村民领到了共计 10 万元
的分红资金。产业累计直接带动就业
80人,间接带动就业400人，5个村的
集体经济合作社实现分红 50 万元 。

通过技术培训，提高了村民致富养殖
技术。“智能蜂箱养蜂，提升了蜂蜜的
产量，助推了全县养蜂产业发展，推动
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理
塘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理塘呷洼尼依养蜂专业合
作社拥有蜂箱 600 余个（含智能蜂箱
200 个），每年累计生产蜂蜜 4000 余
公斤，创造直接经济价值 80 余万元；
同时大力发展蜂胶牙膏、蜂蜜水等多
个蜂业衍生产品，仅今年上半年，蜂蜜
水销售量突破 9 万瓶，产品得到了市
场上的高度认可。

下一步，交通银行将不断发挥自
身金融科技优势，立足理塘县特色优
势产业，运用数字化手段，因地制宜打
造“数智”产品，真正做到科技助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杨琦 叶强平 文/图

“数智”帮扶智慧养蜂
交行帮扶理塘县有“蜜”诀

→图为公司在县城广场推销蜂
蜜水。

↓图为蜜蜂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