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内新闻 新闻热线 0836-7777365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24年12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娅灵 版式编辑 边强2

筑牢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铜墙铁壁

甘孜日报讯 随着天气转凉，
草木逐渐干燥，加之大风天气增
多，无形中加大了我州各县（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压力。为切
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
力守护“绿色”甘孜生态防线，我
州县（市）纷纷立足县情实际，扎
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准备
工作，未雨绸缪，全力织好森林草
原“防火网”。

在色达县，翁达镇派出所以
“背包警务”模式全力投入巡山防
灭火工作中。民警们身背装有防
火宣传册、灭火工具及野外生存
应急物品等的特制背包，每日穿
梭于山间林地，重点针对违规用
火与电线老化等问题进行巡查，
同时借助无人机对深山区域进行
勘察，以求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
置。在巡山过程中，民警还化身

“宣传员”，为村民与游客发放防
灭火手册，普及相关法规与救火
逃生知识。

数百公里外的白玉县则大力
实施“三线一下”工作法，在推动
1214 名包保责任人与 63 个联系
点单位副科级干部下沉一线蹲点
督导的同时，安排专业队伍带装
巡护，在重点时段靠前驻防，还将
值班调度下沉一线核查销号，确
保防火工作无死角。

泸定县与康定、天全、汉源、石
棉、荥经等相邻县（市）签署森林草
原防灭火联防协议。据悉，该协议
构建并完善了联防联控机制，遇火
情能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及时互通
森林草原火情与气象信息，实现信
息共享，协同开展扑救。各方还将
携手做好群众宣传教育，普及防火
知识，合力打造防控体系，形成分
工协作、运转高效、优势互补的森
林草原防控合作格局。据泸定县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协同合作的方式
将大大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工
作效率和效果。

而新龙县则与道孚县联合开
展清理“五周五缘”可燃物工作，
组织乡镇人员超380人次，通过5
天奋战，清理可燃物 40 余吨，整
治输配电隐患4处。

理塘、道孚等县纷纷组织相
关部门深入辖区重点施工企业、
乡镇、森林草原防灭火卡点等地
开展综合督查，在全面排查火灾
隐患的同时宣传防火知识，切实
增强辖区群众防火意识。

据介绍，这些联合整治行动
展示了各县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中的团结协作和积极作为，有
效地消除了火灾隐患，为生态安
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文/图

我州各县（市）下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先手棋”

全力守护“绿色”防线

图为色达县以“背包警务”模式全力投入巡山防灭火工作中。

甘孜日报讯“一定要做好用
火安全，不要在电力线路下堆草烧
荒、乱丢烟头，引发森林火灾会受
到相关处罚。”11月29日，巴塘县
在中山广场举行电力设施保护和
防山火宣传活动，通过开展系列活
动，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
自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由县委、
县政府主办，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
建设有限公司、国网甘孜供电公司
承办，县应急管理局、县发改局、县
林草局、融媒体中心等相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活动。

“电力设施需爱护，森林防火
记心中，不要在线路下方焚烧秸
秆和杂草，请保护电力设施。”活
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展示安全用电、森林草原防灭火
图片展板等方式，向现场群众普
及了如何预防山火、发生山火时
如何自救以及保护电力设施的重
要性等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更是
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
问题内容涵盖了森林草原防灭火
相关法律法规、家庭用电安全常
识等，既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又
有效提升了群众的知识水平。

据悉，此次活动共悬挂宣传
横幅12条，发放宣传礼品200余
份，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依法保
护电力设施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
意识，营造全县爱护电力设施、保
护森林草原的良好氛围。

县融媒体中心 马燕

巴塘县举行电力设施保护和防山火宣传活动

防患未“燃”筑防线

甘孜日报讯“防火常抓，青山
常在”“火源不入山，草原才平安”

“防火安全，人人有责”“保护好草
地才能领草补”“失火要定罪坐牢”

“野外用火须报批，安全防护莫大
意”……日前，走进康勒乡，随处就
能看到一幅幅用毛笔和红纸手写
的藏汉双语防火宣传标语，醒目的
标语时刻提醒着人们提高森林草
原防灭火安全意识。

12月5日，康勒乡干部蒋宇、
罗绒巴登别出心裁，挥毫泼墨，用
毛笔在红纸上书写了一批森林草
原防灭火藏汉双语宣传标语，一
张张醒目的手写标语以简单朴实
的文字，接地气的语言，传递着护
林防火正能量。标语完成后，各村
生态护林员们迅速行动，将标语
张贴于电线杆、房屋外墙、各村宣
传栏、桥梁等多处。一时间，“防火
书法”“亮相”村头巷尾，添彩田
野，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构成
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用毛笔写防火宣传标语速
度快、数量多，操作方便、成本低，

这个方法比打印店制作的横幅更
贴近群众。”康勒乡副书记、乡长
泽绒绒姆表示，“手写标语形式虽
然‘土气’，但是更接地气、更有温
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效果比较好。”当地群众纷纷表
示，出门抬头就能看到醒目的防
火标语，印象很深刻，内容言简意
赅，令人警醒。

截至目前，全乡7个行政村已
张贴防火标语80余条，全面提高
了群众的防火意识，拓展了该乡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传覆盖
面，夯实了森林草原防灭火农村
宣传阵地。

除了书写防火宣传标语，康
勒乡还充分利用应急广播、村村
响、“小蜜蜂”等播放护林防火主
题音频，并广泛运用LED显示屏、
宣传栏、美篇等载体刊发森林草
原防灭火相关知识，普及违规用
火法律责任，动员辖区群众自觉
守护绿色家园，切实增强了群众
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意识。

尼公

“土气”标语接地气
色达县康勒乡特色宣传抓实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

甘孜日报讯 12 月 9 日，2024 年度
州人民政府与州级群团组织工作联席会
议在康定召开。会议听取了州级群团组
织2024年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
存在的困难，并对下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副书记颜磊出席
会议并讲话。

颜磊代表州政府对群团组织为甘孜
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会议
指出，今年以来，全州各级群团组织紧紧
围绕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紧贴全州中
心工作，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工作，为推动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州正全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甘孜建设，处于高质量发展
推进期，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

群众的桥梁纽带，肩负着服务群众、凝聚
民心、促进和谐的重要使命，是推动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会议要求，各级群团组织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二
届五次、六次全会相应部署，牢牢把握州
委总体工作格局，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主线要求、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切实巩
固弘扬“朝气、温度、爱心、担当、作为”的
优良传统，不断提升群团工作能力和水
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孜新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把牢政治性这个根
本。要坚守政治立场，抓好政治引领，坚持
政治方向，突出服务大局，毫不动摇地始
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将各类群众力量激发出来、动员起来、凝
聚起来，形成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固
守先进性这眼源泉。要牢牢把握时代主
题，做社会稳定的维护员，做推动改革发
展的服务员，做生态屏障的守护员，做改
善民生的运动员，坚决扛牢巩固实现稳
藏安康战略要地的重大使命，扛起筑牢
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功能重要承载地时代
使命，争做联系群众桥梁纽带。要秉承群
众性这份宗旨。要突出主责主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积极参与协调群众的急难
愁盼，大兴调查研究，切实帮扶特殊困难
群体，使群团组织真正成为党和人民之
间的“连心桥”，成为“群众之家”。要永葆
纯洁性这条底线。要突出改革创新，加强
队伍建设，注重廉政建设，加强组织领

导，全面提升新形势下服务大局、服务群
众、服务基层的能力，锻造一支政治觉悟
高、群众方法多、专业素质好的群团干部
队伍。要扭住创新性这个关键。各级群团
组织要树牢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理顺运
行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完
善“大群团”工作格局，不遗余力打造群团
服务甘孜品牌。

会议还研究了甘孜州工人文化宫建设
和甘孜州第七届劳动模范评选相关事宜。

州政府副州长四郎拥吉主持会议。
州政府联系副秘书长方一舟，州总工会、
团州委、州妇联、州科协、州残联、州侨联
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相关州级部门分管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全媒体记者 洛松拉姆

发挥职能优势服务中心大局
2024年度州政府与州级群团组织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沿318国道一路向西，行驶在蜿蜒的
川藏公路上，路途上的山川美景目不暇接，
对于旅游爱好者而言，这里是心生向往的

“此生必驾”，而对于电力建设者而言，这片
雄伟的川西高原，也是必须征服的地方。

进入康定市呷巴乡立启村，海拔升
高到近 3500 米，这里坐落着甘孜 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从远处眺望，变电站
的宏伟架构巍然屹立于冰天雪地之间，
蔚为壮观。

步入变电站内部，工作人员正一丝
不苟地进行设备验收工作。“我们正在系
统调试第二阶段，这也是最后的攻坚冲
刺，整个工程预计年底投运。”甘孜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站长谢杰接受采访
时，脸上洋溢着笑容。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
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
工程，工程投资288亿元，在四川和重庆共
建设4座1000千伏的特高压变电站。

全体工程投产后，西南地区电网主
网架电压等级从 500 千伏提升到 1000
千伏，每年输送电量可以达到 350 亿千
瓦时，同时能有效推动甘孜、阿坝地区水
电等清洁能源外送，保障成渝负荷中心
用电需求，提升电网整体供电能力和运
行可靠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提供清洁能源。

“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作为川渝特
高压工程的起点站，也是四川特高压电
网‘三送三受’规划中三大送端之一的汇
集站，是全球首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特
高压变电站。”谢杰说道。

甘孜 1000 千伏变电站的建设在国
内没有现成的标准和规范可循，其首创性
决定了筹备期间将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

谢杰自 2023 年起参与生产筹备工
作，为确保设备质量及投运后在高原特
殊环境下的安全稳定运行，他与工作组
成员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如“特高压
站变压器、高抗备用箱应分别独立配置”
等，同时督促设备制造与土建施工的及

时跟进并验收合格。
谢杰表示，变电站位于高海拔地区，

昼夜温差大，给施工与设备研发制造带来
了巨大挑战，“相较于其他变电站，这里的
施工效率因高海拔和缺氧环境而大幅降
低，施工人员作业能力受限，机械设备在
缺氧条件下效能亦大打折扣。因此，我们
不得不增加人力与机械资源的投入。”

“地震也是变电站面临的一大难题。
地震波会导致设备摆动，过大的摆动或
应力易使设备内部的绝缘纸支撑结构受

损，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为此，我
们在设备抗震设计上进行了强化。”谢杰
补充道，“此外，高海拔地区的空气稀薄，
对设备的绝缘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相
比低海拔地区，为确保设备安全运行，设
备外形尺寸更大。”

“白天在现场验收，晚上开会、培训、
编写资料，一干就是一晚上，一待就是一
个月。”谢杰表示，20余名甘孜站筹备人
员以“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斗志更高”
的信念，长期驻扎现场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们无死角紧到每一颗螺丝、理到每一
条回路、下到每一个井沟，确保零缺陷、
零隐患投运，最大程度夯实了变电站后
续稳定运行的根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担当，真正的大国重器，一
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
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谢杰
表示，他将和团队全身心投入到四川特高
压电网建设工作中，用行动在高原湛蓝的
天空下翱翔出四川超高压人的闪光人生。

走进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建设现场

攻坚冲刺热火朝天预计年底实现投运
◎何佳欣 邓玥潇 俞文晶 文/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太感谢你们了，帮我们村销售苹
果，让村民们的辛苦付出有了更好的
回报。”12月2日，在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校园，泸定县烹坝镇沙湾村党支部
书记夏年华激动地说着，同时将一面
写有“助农帮销解民忧 温情帮扶暖人
心”的锦旗递交给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的代表。4 万余斤高原红苹果成功售
出，不仅映红了村民的笑脸，也绘就了
校村携手共促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此次配送的农产品为泸定县烹坝
镇固包村、黄草坪村和喇嘛寺村的优质
高原苹果，这已是沙湾村今年下半年第
三次为企事业采购单位配送消费帮扶
产品。配送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
进行着清点、卸货与分发工作，很快，
2000余箱苹果便顺利地发放到了该校
教职工的手中，校园里弥漫着苹果的香
甜气息，也传递着浓浓的帮扶情谊。

沙湾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共495
户1612人，然而耕地面积仅有800余
亩，人多地少的窘迫现状给村庄发展
带来诸多挑战。

近年来，沙湾村立足实际，积极探
索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在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县乡村振兴局、驻村工作队
及村“两委”的齐心努力下，沙湾村股份
经济合作联合社成功入驻“832平台”。

“832 平台”是在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四部门联合指导下建设运营
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重要平
台。自沙湾村入驻该平台后，成功搭建
起了帮扶单位与当地农户之间便捷、
高效的产品流通桥梁，为大规模农产
品销售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争取更多大额农产品订单，沙湾

村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积极作为、主
动出击，一方面精心协调各方关系，另
一方面诚挚邀请帮扶单位到村庄调研，
让他们亲身了解农特产品的良好品质、
可观产量以及帮扶需求的紧迫性。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帮扶办与校工会在实地
调研后，迅速作出决策，将采购工作与
消费帮扶紧密结合，通过“832平台”定
向采购沙湾村农特产品，切实解决了村

民们农产品的销路问题。截至目前，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在沙湾村“832”平台上
已累计采购核桃 5800 斤、雪豆 3100
斤、干菊花 108 斤、干菇 800 斤、苹果
25000斤，消费金额高达38.68万元。

沙湾村在充分利用结对帮扶单位
资源的同时，还积极拓展外联渠道，与
其他有采购意愿的单位和部门建立起
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西南民族大
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校连续三
年通过沙湾村“832平台”采购泸定特
色 农 产 品 ，今 年 已 下 单 采 购 苹 果
37000斤，消费金额达31.52万元。

沙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林介绍
说：“沙湾村‘832’平台自2022年正式
运行以来，已累计为当地农户销售各类
特色农产品 19 万斤，销售金额突破
138万元。”下一步，沙湾村将持续借助

“832平台”优势，深入挖掘本地农产品
潜力，持续优化产品供应体系，不断提
升售后服务质量，全力推动更多泸定县
特色农产品搭乘电商快车畅销各地，以
切实行动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增收。

校村携手共促乡村振兴。伴随着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的扩大，泸定村民的
经济收益越来越好，对未来的美好生活
充满了信心与期待，一幅乡村繁荣发展
的壮美画卷正在沙湾村徐徐展开。

消费帮扶促振兴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定向采购助泸定县烹坝镇沙湾村增收近40万元

◎李娟 文/图

果农喜滋滋地打包苹果。

图为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