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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开机、起飞！”
随着一阵嗡鸣声响起，一架无人机
在康勒乡阿交一村护林员的操控
下，迅速腾空而起，开始了森林火
情巡查监测。连日来，色达县康勒
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立足实战实
效，强化数字赋能，采取空中无人
机和地面巡逻相结合的巡护模式，
实现“地巡＋空巡”的有效结合，最
大限度保障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顺利完成。

进入秋冬季，天干物燥，森林草
原火灾风险升高。为有效预防森林
草原火灾的发生，保护林草资源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康勒乡充
分发挥无人机机动性强、灵活性高、
监测范围广的特点，每周两次对辖
区草木进行全方位防火巡查。通过
无人机传输的实时图像视频、坐标，
及时发现监控区域内的火点和冒烟
点，并通过镜头的焦距变化监测分
布集中点和破坏草木资源等违法行
为，有效提高地面人员巡查效率和
防火工作的针对性。

“利用无人机巡防，可以不受
地形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了对
人员到不了、车辆进不去的盲区、
死角进行全覆盖巡防监测，节省了
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效率。”乡森防
办干部色麦介绍道，以前森林草原
防火期单纯靠护林员去巡山，不仅
时间长、距离近、范围窄，而且效率

不高。现在让无人机空中巡查与护
林员、志愿者、乡村干部地面巡查
协同配合，一旦发现险情，可以立
刻锁定现场，让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更科学、更高效。

“有无人机帮忙巡视真好，极大
地提高了森林草原防火效率。但我
们是护林员，巡山护林的工作不敢
有一点放松，守护好这里的青山绿
水是我们的职责。”康勒乡打西一村
护林员丹秋说。秋冬以来，随着森林
草原火险等级升高，丹秋不仅和同
事轮流值守，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
加大巡山频次。

作为森林草原防火的第一道防
线，康勒乡共有113名生态护林员，
他们用脚步丈量山区，默默守护着家
乡的绿水青山。此外，康勒乡还充分
发挥护林员的巡山职能，坚守森林草
原防火第一线，严防火种入山、严控
野外用火，发现火情立即上报。充分
利用宣传横幅、宣传标语、“敲门行
动”等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知识，
鼓励群众参与野外火源管控和报告，
切实构建了森林草原防火群防群控
的严密防线。

下一步，康勒乡将立足实际情
况，在传统巡护模式的基础上，广泛
运用新型巡护模式，通过人巡地巡、
机巡空巡等多种方式，筑牢森林防
火“安全线”，防患于未“燃”，切实保
障林草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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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县康勒乡“空中+地面”精准发力

织密森林草原“防护网”

筑牢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铜墙铁壁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健全完
善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联动处置机
制，迅速、高效、有序做好森林草原
火灾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稻城
县桑堆镇开展了 2024 年森林草原
防灭火应急演练。

演练中，群众义务扑火队及护
林草员配合密切，各司其职，熟练使
用风力灭火机、水泵等各类扑救工
具，针对假设目标着火点进行了安
全、快速、高效、有序的扑救，整个过
程迅速、高效。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

防火队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反应
能力和实际操作水平，增强了应急
处置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群众的生命财产
损失。

接下来，该镇将常态化开展森
林防灭火工作，加强隐患排查和整
治力度，不断优化火情应急处理机
制，做到出现火情及时发现、及时报
告、及时扑灭，持续提高森林草原火
灾处置能力，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
全线。

全媒体记者 甘超

稻城县桑堆镇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演练

全面提升群众应急
处置能力

●我州森林草原防火期是怎
么规定的？

《甘孜州森林草原防火条例》
规定，每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
11月1日至12月31日是全州森林
草原防火期。各县（市）可根据实
际情况延长县（市）防火期。

●我州有哪些区域是防火
区?

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雅
江、理塘、巴塘、稻城、乡城、道孚、
白玉、新龙是森林高风险县，石
渠、色达、甘孜、炉霍、得荣、德格
是森林中火险县。所有林（牧）区
及林（牧）区外300米区域都是森
林（草原）防火区。

●防火期内不能做什么?
防火期、森林草原防火区内，

严禁下列行为：一、吸烟；二、生火
取暖、野炊、烧烤、火把照明、户外
露营用火；三、煨桑；四、烧纸、烧
香、点烛；五、燃放烟花爆竹；六、
烧炭、烧荒、烧地边、烧田埂、烧秸
秆、烧灰积肥、烧垃圾；七、烧蜂、
烧山驱兽、电猫狩猎；八、擅自实

施未经批准的施工爆破、电击电
焊等野外作业等。

●防火期、森林草原防火区
内必须生产生活用火该怎么办?

一、必须按规定到你所在的
乡镇（街道）申请用火审批；

二、通过扫码“甘孜州野外动
火两报”小程序，报备用火情况，
并经过所在乡镇（街道）负责人到
现场审核通过用火条件后，才可
以用火；

三、用火期间动火人员必须
全程在动火现场看守，直至用火
结束。（用火期间因措施和处置不
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要负刑
事责任）。

●发现火灾怎么办？
如果火势较小，可以用水浇、

土埋、树枝扑打等方法及时扑灭。
如果火势无法控制，千万不要逞英
雄。一定要马上转移避险，立即拨
打12119、119报警电话。要说清楚
起火时间、起火地点、火势情况等。

甘孜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办公室

浙川一家亲 共铸山海情

我州森林草原防灭火
这些知识要知晓

保茶树建茶园
打造“全国海拔最高特色

茶叶小镇”
“两地结对帮扶以前，我县只有

1 家茶叶生产销售企业，茶叶采摘、
销售量较小。由于茶叶滞销、企业对
鲜叶的收购量不稳定，甚至出现茶农
砍伐茶树改种玉米等低附加值农作
物的情况。”九龙县农牧农村和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感慨地回忆道。

针对古茶树管理不善和茶树被
砍伐的情况，九龙县、西湖区两地协
商安排专项资金，聘请浙江茶叶集团

等专业机构和专家，启动实施九龙古
茶树保护项目。对九龙县域内近 14
万株高原百年古茶树逐一进行排查
梳理定位，对古茶树种质资源 21 个
描述型性状和12个数值型性状进行
遗传多样性评估，在此基础上申报地
理标志加以保护，为九龙古茶树种质
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用奠定基础。

“为抓好茶叶的规范化种植和茶
园的标准化管理，我们启动实施了总
面积近7000亩的茶叶现代农业产业
融合示范项目，打造标准化的现代茶
产业园区。”西湖区挂职九龙县委常
委、副县长齐剑伟介绍道。同时，园区
建设借鉴浙江数字化改革先行经验，
同步开发“数字化茶园管理系统平
台”，依托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及
设备，构建了茶园土壤气象环境自动
化监测、病虫害智能化防控、专家远
程指导、茶苗育种栽培、古茶树认养
营销等一系列数字化管理应用场景，
实现茶园种植管理精细化和茶叶生
产管理智能化。

此外，两地还坚持“农文旅”一体
化发展的思路，借鉴浙江省“千万工
程”经验，安排专项资金在产业园核
心区——魁多镇里伍村实施乡村振
兴项目，改善农户人居环境，打造“全
国海拔最高特色茶叶小镇”。

同时，建设茶叶生产加工和科研
用房，并配置生产设施设备，改变九
龙茶叶生产加工设施设备落后的情
况。目前，九龙县已建成标准化生产
地加工厂房 1800 平方米，包含就业
培训中心以及茶研所（含院士工作
站）、农商文旅主题藏茶文化体验馆
等，扩规升级生产线5条，新增绿茶、
传统绒巴茶（黑茶）1 条，为茶叶研
发、生产加工和品质提升提供硬件支
持。同时积极协调浙茶集团、四川省

农科院等专业研究团队参与生产研
发，有效解决了茶叶生产基础设施和
技术薄弱等问题。

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让九龙茶品
质有了明显提升。同时，九龙县通过引
进浙茶集团投资设立茶叶生产销售企
业，研发生产九龙绿茶和红茶等产品，
成功推出“康巴天骄”九龙茶新品牌。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两地还组织
九龙茶核心产区魁多镇里伍村等5个
村联合组建九龙县云上天乡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从事茶叶产销业务，成功打
造“云上天乡”九龙茶品牌。康巴天骄、
九龙天乡在 2023、2024 年中国成都

（秋季）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均获金奖。

创品牌拓销路
高原茶叶子成为致富“金

叶子”
“三年多来，在两地的协作下，九

龙茶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
当前全县茶产业发展仍面临着本地
生产销售人才短缺、茶叶销售主要依
靠政策性帮扶、市场化程度低、茶叶
采销量和茶农收入不稳定等问题。”
九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此，
两地精准施策、对症下药，以市场化
发展和造血式帮扶为目标，让高原茶
叶子成为致富“金叶子”。

针对当前九龙茶加工、销售本土
人才紧缺的现状，两地加快培育制茶
能手，广泛组织九龙当地茶农和有志
青年，依托浙茶集团等西湖区的专业
机构及其专业茶叶种植、制作人才，
举办茶叶制作专题培训班；组织开展
茶叶种植、制作、销售技能比武活动，
提升茶农发展茶产业的本领和积极
性；同时加快培育销售人才。

据了解，九龙茶品质高、口感好，
又具有茶马古道绒巴茶的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品牌打造极具可塑性。两
地计划将“九龙绒巴茶”作为九龙茶
的区域公共品牌，并在区域公共品牌
下推广企业品牌，努力形成政府、茶
企、茶农共同推广、共同保护的品牌
效应。目前“九龙绒巴茶”已完成商标
注册，下一步将通过统一形象设计、
统一品牌利用、统一市场推广、组织
茶企集中参展等方式，努力打响“九
龙绒巴茶”品牌知名度。

九龙茶要发展，销售是根本。针对
当前九龙茶销售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
况，两地加大资金支持引导力度，重点
在销售上发力。通过探索开办九龙绒
巴茶专卖店、九龙特色农产品展示展
销中心，探索研发九龙茶衍生产品。

“让群众增收是东西部协作和九
龙茶产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下一步，
两地将坚持把联农带农机制融入九
龙茶产业培育发展的各项工作，着力
为集体经济组织和茶农增收助力。”
齐剑伟表示，同时将积极引导茶农种
茶制茶售茶，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加强
茶园管理，学习制茶、售茶技能，逐步
帮助茶农实现从“售卖鲜叶”向“销售
茶叶”转变，提升茶农种茶收益。

截至目前，西湖区、九龙县两地
累计投入协作资金约 5000 万元，用
于九龙茶产业培育和当地乡村振兴
项目，实现九龙茶鲜叶年产量约130
吨、年产值5800余万元，带动茶农年
鲜叶收入300多万元。茶叶核心产区
魁多镇及相关村集体经济组织，首次
实现茶叶创收村民分红27.6万元。同
时，九龙县茶叶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
范成功获评省三星级、甘孜州五星级
农业园区，目前正在申报四川省四星
级园区。核心产区的魁多镇获评省级
示范乡镇，里伍村获评全国一村一品

（茶叶）特色村。

杭州西湖区携手甘孜九龙县做好“茶文章”

让高原茶叶子变富民“金叶子”
◎杨琦

近日，在2024中国（成都）国际

茶业博览会期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与九龙天乡原生态茶业有限公司举

行了“校企合作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授

牌签约仪式”，为甘孜州九龙县茶产

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九龙县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县域

内现有老茶树近14万株，是国内海

拔最高的古茶树产区。由于地处偏

远、交通不便、品牌经营等原因，过去

九龙茶品牌知名度不高，茶叶产值和

茶农收益较低。2021年，随着对口支

援工作号角的吹响，杭州市西湖区与

甘孜州九龙县结对帮扶，九龙县依托

西湖区在西湖龙井茶种植、炒制、销

售方面的成功经验，全力做好茶文

章，推动了九龙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甘孜日报讯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以来，康定市新都桥镇依托对口帮
扶、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帮扶力量，
因地制宜发挥生态、区位等比较优
势，升级产业，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盘活闲置资源激活沉睡财富，助
力持续增收。通过对“沉睡”资源再利
用、存量资产再升级，推动闲置资产保
值增值。盘活闲置土地。按照宜耕则
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对辖
区内1280亩撂荒地进行全面整治。居
里村驻村工作队员将辖区内120余亩
闲置土地“打捆”流转租赁种植莴笋，
以“租金”+“就业”的方式每年为村集
体创收20万元；盘活闲置房屋。对辖
区内所有房屋“一房一档”摸清底数建
立档案，按照村集体托管代租、委托企

业合作经营、农户自身改造出租等多
种方式，实现“闲置房”变“黄金屋”。新
一村驻村第一书记组织27户村民将
自住房进行改造提升，以“资产入股”
与企业合作打造民宿集群，年营业额
达800余万元。

引进外来资源注入源头活水，赋能
产业升级。充分发挥产业基础、资源禀
赋、区位优势，多举措精准发力壮大产
业集群。引资金，撬动发展杠杆。立足发
展所需，高频次“走出去”对接、高质量

“请进来”洽谈，完善产业生态，丰富产
业集群。拔桑一村依托定点帮扶单位省
委统战部及对口支援地都江堰市，争取
1298万元帮扶资金，建设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基地，撬动2065万元社会资金
投资打造出全镇第一个星级野营地；引

人才，激活智力引擎。锚定建设文旅产
业人才集聚地这一目标，筑巢引凤为
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鱼子西二村、鱼
子西三村驻村工作队以鱼子西极景圣
地为载体，引进景区规划、手工艺设
计、酒店管理等专业人才19人，大力发
展特色民宿、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实
现优质资源与配套服务嫁接，带动村
集体经济收入双双破百万。

集聚优质资源深耕优势禀赋，激
活发展潜力。用好用活“流量资源”“文
化资产”“平台资本”，全面释放发展动
能。文化变现，“传统工艺”变“潮流ip”。
各驻村工作队带头深入挖掘本土特色
文化，推动传统手工艺“活态化”展现，
民族文化“沉浸式”体验。全镇研究开
发特色文旅产品17种（类），举办各类

特色文化活动36场次，文化赋能撬动
文旅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平台变现，

“隐形红利”变“显性效益”。通过“传帮
带”全面激活群众内生动力，进一步提
升村级组织自身“造血”功能。省委统
战部派驻拔桑一村第一书记依靠单位
资源优势，连续3年围绕文旅新业态举
办培训，开辟出群众增收新渠道；流量
变现，“生态颜值”变“增收产值”。依托
各方帮扶力量，打造开发集“吃住行游
购娱”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推动群众
持续稳定增收。2023年全镇累计接待
游客200余万人次，同比增长37.2%；
依靠旅游产业创收超3亿元，同比增长
39.8%；农牧民人均收入达20505元，
同比增长33.2%，三项数据均创新高。

谭雪锋

康定市新都桥镇用好用活帮扶力量

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甘孜日报讯 阿布珠1053元、克
成993元、阿布扎西933元、阿麦813
元、莫莫 897 元……近日，理塘县呷
洼乡迎来了尼依养蜂合作社和希牧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年度分红。

分红当日，村民欢聚一堂，脸上
洋溢着幸福与满足的笑容。布日、尼
依、香波、日斗、门斗格五个村的165
户 797 名村民参与了尼依养蜂合作
社的分红，分红资金达 10 万元。同
时，布日、尼依、香波、日斗四个村的
121户607名村民参与了希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4万元的集体经济分红。

据了解，尼依养蜂合作社与希牧
养殖专业合作社分别成立于2021年
9月和2022年6月，在理塘县人民武
装部的积极对接下，新都区投入项目
帮扶资金215万余元，作为呷洼乡尼
依养蜂专业合作社和希牧养殖专业
合作社集体经济产权，新都区对口支
援工作队和企业共同助力蜜蜂和牦
牛产业在呷洼乡蓬勃发展。通过“合作
社+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有力带
动了呷洼乡尼依、香波、布日、门斗格、
日斗5个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目前，尼依养蜂合作社拥有600余
箱蜜蜂，年产蜂蜜4000公斤，年产值高
达16万元；希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拥有
150余头牦牛，平均每头牦牛带来约
2000元的净利润。为确保可持续发展，
两个合作社均制定了科学的集体经济

管理制度，将总收入的30%作为后续发
展资金，用于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剩余
的70%则用于分红，确保村民能够切实
享受到合作社发展的红利。

此次分红仪式的成功举办，不仅
彰显了合作社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
作用，更激发了村民勤劳致富的信心
和决心。未来，新都区对口支援工作

队将继续深化合作社模式，探索更多
元化的产业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贡
献更多力量。

李秘 叶强平 文/图

理塘县呷洼乡两合作社喜分红

图为分红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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