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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助力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户种植管
理水平，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
收，连日来，稻城县赤土乡在该
县人社局的支持下，组织40余名
种植户开展农业种植技术培训。

培训邀请康巴英才培训学校
农业专家授课，采用“课堂讲授+
现场教学+当面答疑”模式，结合
当地情况，对青稞、玉米、土豆等
农作物的播种、施肥、灌溉、后期
管理进行示范讲解，助农户掌握

种植技术，保障高产稳产。
参训的种植户纷纷表示，此

次培训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针对
性，让他们不仅学到实用技术，还
增强了增收致富的信心。

下一步，稻城县赤土乡将以
科学种植为切入点，开展更多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业技术培
训，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培养新农
人，提升特色产业发民水平，助力
乡村振兴。

卓玛 全媒体记者 冯丽娜

稻城县赤土乡开展农业种植技术培训

力促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甘孜日报讯 今年来，交通银
行履行社会责任、彰显社会担当，
帮扶资金、项目立足实际需要来
确定，高效推进帮扶理塘县工作。

聚焦五大振兴，推动高质量
发展。今年，交通银行持续投入
帮扶资金 830 万元。实施康南就
业培训中心工程项目，项目建成
后，将为理塘农牧民提供一个学
习工作技能的基地，从而提高农
牧民就业水平。实施德西一村

“马背旅游”接待服务中心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挖掘理塘马
文化底蕴，帮扶老百姓实现家门
口就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积
极发动各地分行食堂、工会购买
农特产品和服务，鼓励和引导有
需求的员工、客户等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今年，组织相关分支机
构直接购买 360 万元，帮助销售
理塘县农特产品共计 520 万元，
进一步提高了理塘农特产品知
名度，打开了理塘县农特产品销
售渠道，促进了农牧民群众增收
致富。牵线搭桥社会爱心企业帮
扶理塘县城关第三完全小学职
工之家等15个项目，共计360 余
万元，扎实推动理塘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提供智力支持，壮大人才队
伍。今年，组织理塘县乡村振兴
带头人 409 人次、基层干部 923
人次、专业技术人才 105 人次参
加乡村振兴线上培训。带领 150
名 理 塘 县 各 类 人 才 赴 福 建 宁
德 、广 东 韶 关 参 加 交 通 银 行
2024 年定点帮扶县各类培训，
有效提升了理塘基层干部的综
合素质和技术人才、乡村振兴
带头人的创业增收能力，为理
塘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
才保障。

加大招商力度，优化营商环
境。根据理塘县招商引资发展意
向和重点项目需求，聚焦理塘县
高质量发展关键环节。今年，牵线
搭桥为理塘县城关小学，理塘县
双语寄宿制示范小学引进毕马威
一扇窗智慧教室等项目，有效加
强了优秀企业与理塘县学校的深
度合作，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助推
高质量发展。

下 一 步 ，交 通 银 行 将 继 续
从政策、资金、人才、信息、技术
等方面对理塘县进行支持，创
新帮扶内容和方式，确保帮扶
工作不断线，切实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叶强平 杨明雪

交通银行高效推进
理塘县帮扶工作

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得荣县白松镇
坚持党建引领，以产业兴旺为主线，积极
探索“党建+”发展途径，充分挖掘本地特
色资源，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该镇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气候优
势，成功引进宁夏西鸽葡萄酒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大力发展葡萄种植产业。
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党组织+经济联合
社+涉农龙头企业+农户”利益共同体，
打造1095亩高端品牌葡萄种植基地。截
至目前，已足额兑现土地流转资金33万
元，帮助 5 名大学生实现就业，为辖区
400 名群众提供就近就地务工岗位，务
工收入达 270 万元，户均增收 13738.74
元。

为着力打造生态产业新名片，该

镇用好援建资源，推广“村党支部+农民
专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融合发展
模式，依托独特的光能资源，建成硕曲
河去学水电站水光互补项目——白松
光伏电站。此项目创新性地将水电与光
电互补，形成清洁低碳的能源格局，展
现了绿色发展路径的新实践。截至目
前，发放首年土地流转补偿 100 万元，
吸纳本地劳动力 518 人，实现务工收入
500 余万元，户均增收 22831.69 元，人
均增收3409.09元。

同时，依托本地特色资源，该镇成
功举办 3 届桃花文化节，积极探索“文
化+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以市场化为
导向，坚持维护桃花树在前，文旅发展
产业在后，有效实现村庄环境面貌与
产业循环发展“双提升”。3 届桃花文

化节连续三年荣登央视新闻联播、央
视新闻直播间、新华社等中省媒体。截
至目前，吸引观赏游客现场消费 21 万

元 ，户 均 增 收 3442.62 元 ，人 均 增 收
481.65 元。

次仁拉错 文/图

白松镇桃花节现场。

得荣白松镇发展特色产业

让乡村既有“光景”又有“钱景”

初冬时节，漫步在道孚县瓦日镇热
瓦村，远处的山峦与蔚蓝色的天空融为
一体，起伏的山林五彩斑斓，美不胜收。
沿着雅道路一路走来，在群山的环抱中，
一栋栋藏式民居错落有致、一棵棵果树
硕果累累、一股股新风温馨感人、一张张
笑脸质朴动人……共同描绘出一幅村庄
美、生活美、乡风美的新时代和美乡村诗
意画卷。在这幅画卷的背后，凝聚着驻村
第一书记卢凯鸿为民服务的初心和辛勤
付出。

2023 年 11 月，90 后的卢凯鸿被中
国稀土集团派往道孚县瓦日乡热瓦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初到热瓦村，他努力克
服语言、海拔、生活习惯带来的困难，积
极适应，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查阅
资料等方式，全面深入了解热瓦村的发
展情况。如今，卢凯鸿已和当地老百姓打

成一片，村里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他都
了如指掌，村民遇上难事也都愿意找他
倾诉，把他当作知心朋友。

一直以来，热瓦村存在季节性缺水
的问题，一到冬季村里吃水就特别困难。
当得知这个情况后，卢凯鸿多次前往水
源地实地了解，并以现场办公的形式与
村民们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方案敲定后，
卢凯鸿积极对接相关部门，采取以工代
赈的形式，充分调动当地群众积极性，修
建饮水工程，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了村民
的饮水难问题。“这是我来到热瓦村为村
民们办的第一件实事。”每当谈及此事，
卢凯鸿感慨万千，有满满的成就感。

泽绒卓玛曾经是热瓦村的建档立卡
户，今年6月，泽绒卓玛的孩子罗绒单孜
被检查出血管瘤，卢凯鸿在了解此事后，
立即动用各种资源，通过多种渠道为其

筹款，解决了泽绒卓玛一家的燃眉之急。
当他再次来到泽绒卓玛家中探望时，正
在康复期的罗绒单孜挽住母亲的胳膊，
稚嫩的脸庞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而泽
绒卓玛清澈的眼眸中闪耀着由衷的喜
悦。这幸福的一幕更加坚定他要继续扎
根基层为民办实事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准备将这片高标准农田种植
示范基地打造为集产业发展、观光旅游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对于村里的产
业发展，卢凯鸿踌躇满志。热瓦村平均海
拔 2900 米，享有鲜水河“第一湾寨”美
誉，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景观吸
引了众多游客。如何将自然资源转变为
经济收益，让游客停下来、慢下来、留下
来，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这成了卢凯鸿上
任以来的头等大事。

卢凯鸿注意到，近年来道孚县在大

力发展高原生态旅游业。何不趁着这股
东风，大力发展热瓦村高原生态旅游产
业，增加村民收入。说干就干，卢凯鸿立
即开始完善方案，对接相关部门争取资
金，在他的积极争取下，一个集休闲咖
啡屋、农特产品商铺、观景台等于一体
的综合旅游休闲服务区“鲜水第一湾”
旅游项目顺利完成立项，开始前期勘
测，预计明年 8 月左右完工。项目建成
后，不仅会丰富当地的旅游业态，也能
促进当地村民稳定增收，将热瓦村打造
成为“户户秀美、处处和谐、人人幸福”
的和美乡村。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将与村‘两
委’干部一起接续奋斗，依托现有资源，
让村子更美、村民更富。当好勤务兵，做
好贴心人，交出让党和群众满意的新时
代‘答卷’。”卢凯鸿的话语掷地有声。

用心描绘和美乡村诗意画卷
◎李鑫

浙川一家亲 共铸山海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甘孜日报讯“自从浙江省建德
市乾潭镇为我们的耕地修建保护围
墙后，再也不怕野生动物和家禽来
糟 蹋 庄 稼 ，我 们 的 收 成 也 有 保 障
了。”日前，在乡城县然乌乡热麦村，
村民彭措看着修建好的耕地保护围
墙高兴地说。

热麦村共有耕地面积 480 余亩，
过去因为没有围墙，地里种植的庄稼

时常被野生动物袭扰啃食，村民为此
很是发愁。当地村民也曾用钢丝网、木
板、石块、塑料板等各种材料围护耕
地，但因不牢固出现多处破损和倒塌，
无法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反而影响
生态景观。修建安全的耕地保护围墙
成了村民一直期盼的事情。

2023 年，然乌乡政法委员格绒
丁真在乾潭镇挂职后，乾潭镇就十

分重视与然乌乡的对接交流，除了
资金帮扶，还借助乾潭本土品牌节
庆“万乐节”，帮助然乌乡销售农特
产品、推广旅游线路。通过格绒丁真
的介绍，了解到当地对于修建耕地
保护围墙的迫切性后，乾潭镇及时
联系然乌乡，提供 50 万元帮扶资金，
为围墙修建提供了资金保障。

据了解，修建好的耕地保护围墙

长7公里，高1.4米，总投资65万（在乾
潭镇援助的基础上，村民自筹 15 万
元），不仅保障了当地农田不受野生动
物的破坏，还有效地防止土地侵蚀、水
土流失等自然因素导致的农田损失，
显著提升村内的风貌形象，更体现了
乾潭、然乌两地做细做实对口帮扶工
作的具体举措和深情厚谊。

吴远胜

建德市乾潭镇倾情援建乡城县然乌乡

耕地有了保护墙

甘孜日报讯 11月13日，2024年
“石”尚来“临”遇见扎溪卡——第二季
石渠县太阳部落藏潮文化活动在浙江
省杭州市临平区圆满落幕。

此次活动精彩纷呈，涵盖了摄影
展、暖冬行动爱心义卖、文艺晚会、非
遗进校园、牦牛美食文化沙龙等主题，
吸引了临平区众多市民的目光，让更
多的人认识石渠、了解石渠、走进石
渠，感受其独特文化魅力。

在启动仪式上，精彩的农文旅推
介、藏潮服饰时尚“藏 style”、产销合
作签约、公益捐赠仪式等，进一步深化
了两地合作，续写“临石一家亲”的友
谊篇章。在文艺晚会上，舞蹈、歌曲、舞

剧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对口
支援成果及两地文化魅力。在非遗进
校园系列活动中，石渠非遗传承人声
情并茂的教学和扎年弹唱表演，让临
平区青少年在实践中感受到非遗项目
的深厚底蕴，激发他们对民族文化的
热爱，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牦
牛美食文化沙龙中，通过牦牛肉创意
菜品制作与评选、石渠优特产品推介
等方式，让杭州人的味蕾恋上了石渠

“高原之宝”，进一步提升石渠牦牛品
牌声誉度和影响力，推进牦牛产业从

“草地到餐桌”全产业链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暖冬行动”爱心

义卖作为本次活动中的子活动，为此
次文化交流增添了温暖。在“暖冬行
动”爱心义卖现场，30余家爱心单位，
通过义卖为石渠县的建设发展以及孩
子们筹集物资和学习用品。

本次活动充分展现了石渠丰富
的农文旅资源和藏族民俗风情、非遗
项目，是石渠创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模式、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为特色农
牧产品搭建产销平台的一次有益探
索，对助力打造石渠文化 IP，提升石
渠文化影响力，推动石渠农文旅融合
发展，促进优质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具
有重要作用。

据介绍，自2021年6月对口支援

石渠县以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始
终坚持“石渠所需、临平所能”原则，在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
保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着力推动
了石渠县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促进了
文化交流。下一步，临平区将立足石渠
县资源禀赋，紧密结合石渠产业基础，
在文化、农牧业、旅游等关键领域深化
交流合作，积极探索非遗与旅游、文创
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引入更多农文旅
业态，延长消费链条，推动产业发展，
助力石渠乡村振兴，谱写临平对口支
援石渠新篇章。

石渠县文广旅局/图
全媒体记者 甘超/文

石渠非遗在杭州市火热“出圈”

临平区学校师生了解石渠非遗项目。 石渠美食让杭州美食家赞不绝口。

行政区域
10月19日至11月19日

累计交办数量（件）
11月19日

交办数量（件）

康定市 0 7

泸定县 0 2

德格县 0 1

新龙县 0 1

得荣县 1 1

州本级 0 8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向
甘孜州移交第三十二批信访件

11月19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我州移交第三十二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1件（来电举报1件，
来信举报0件），其中重点关注0件。

从信访举报件中的生态环境
问题类型来看，涉及水0件、大气0

件、土壤0件、生态0件、重金属0
件、垃圾0件、噪声1件、油烟0件、
扬尘0件、其他类型0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涉及得荣
县。举报件已及时转交相关县（市）
和州级相关部门处理。

截至11月19日10时，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
州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来
电6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

5件。各地累计信访举报件为：康
定市 7 件、泸定县 2 件、德格县 1
件、新龙县1件、得荣县1件、州本
级8件。

截至11月19日，对中央第三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州移交的第
二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件，各
责任单位均按期办理、反馈，已办结
1件（含阶段性办结），其中：德格县
1件。

截至11月19日，移交我州的前
二十三批信访举报件12件，均按期
办理、反馈，已办结12件（含阶段性
办结），其中：康定市3件；泸定县2
件；德格县1件，州本级6件。

扫
描
二
维
码
登
录
网
站

查
阅
详
细
情
况
。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三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