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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
水利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州对标
省级考核，结合水情实际，细化实
化工作任务，全州河湖长制各项
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组织机构建设方面。调整充
实乡村四级河（湖）长3326名，履
职巡河 53787 次，发现并整改销
号问题 1009 个，实现了“河长全
覆盖、责任无盲区”。此外，甘孜州
还加强了与云南迪庆、青海玉树、
西藏昌都等毗邻地区的河湖长制
联防联控，共同推进跨区域水生
态保护。

源头治理方面。甘孜州投入
3200 万元，完成 175 条河湖健康
评价，全面完成“十四五”期 401
条河流、19个湖泊健康评价任务，
全州河湖健康水平居全省首位。
同时，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万元
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降幅分别达到 8.3%、14.5%
以上，用水总量全年控制在4.2亿
立方米以内。

专项整治方面。甘孜州开展
以江河湖库“清四乱”为重点的千

江万河清理整治大提升专项行
动，水库“四乱”问题排查率、流域
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下河流划界
率 、遥 感 图 斑 复 核 率 达 3 个
100%。投入资金360.5万元，在大
渡河沿线库区开展清漂试点，清
理江河湖漂浮垃圾 1.74 万吨，实
现“视线之内无垃圾”目标。

河湖治理方面。甘孜州加快
推进主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理，
完成康定、九龙、甘孜等7县13个
主要支流防洪治理工程和康定、
理塘、雅江3县4个中小河流治理
工程建设任务，完成投资 2.5 亿
元，治理河长50.2公里。

宣传引导方面。在微信公众
号开设普法课堂 3 期，以案释法
42 期，不断优化水生态保护法
治环境，制作《万水千山上的甘
孜》《28056 个梦想》等水利形象
片 5 个，在各类平台点击和播放
量达 35 万次；在人民网、新华
社、《中国水利报》《四川日报》等
中省媒体和平台宣传特色做法
120 余条。

全媒体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河湖长制工作
取得成效

筑牢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铜墙铁壁

甘孜日报讯 当前，正值冬季
森林草原防火重要时期，为切实
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道孚县甲斯孔乡创新
开展“党建+护林防火”工作，综
合施策、靶向发力，压紧压实全
乡 6 个村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
形成“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护
林防火工作格局，全力守护这片
绿色家园

严责任“织网格”。坚持高位
推进，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为组
长、乡长为副组长，乡党委班子
成员联动发力的“党建+护林防
火”工作推进专班，健全乡党委
书记、乡长、分管党委委员兼副
乡长、包村领导班子成员、包村
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
书记、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
小组长、护林草管员的“十级责
任网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并依托“十户联保”和“一户
一火一锁”工作，采取“四个最
严”措施强化防火管控，把责任
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全乡
2500 余名干群群众“人人有责
任、人人有任务、人人有义务”，
共同守护 1025 平方公里内的广
大森林草原面积。组建乡、村两
级应急队及义务扑火队 7 支，结
合全乡 7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力
量，常态化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
巡山巡护工作；以党员村组干部
及农牧民骨干党员为主，成立林
草区域电杆“杆长制”，开展 300
余根过林电杆线路的电力隐患
常态排查；设立 440 余面“防火
旗”及40余面“十户联保”流动红
旗，做到护林防火“警钟长鸣”，
确保不发生森林草原火灾。

常宣传“紧绷弦”。依托“书
记坝坝会”、农牧民“帐篷课堂”、
党员志愿宣讲“轻骑兵”及手机
新媒体平台载体等，深化护林防
火宣传多元教育，“线上+线下”
齐发力，搭建乡村干部及村组群
众宣传微信群，向广大干部群众
持续深入宣传森林草原防灭火
知识，线上线下累计推送防灭火
知识 1000 余条，覆盖干部群众
2500 余人，实现防火宣传“应宣
尽宣、不漏一人”。组建党员宣传
专班，开展护林防火进家庭宣
传，截至目前，乡村两级累计开
展护林防火进家庭宣讲 20 余场
次，覆盖群众家庭440余户。深化
护林防灭火培训“沉浸学”，邀请
经验丰富的护林防火党员骨干
技术人员开展防灭火现场实操
指导，确保学员正确使用灭火器
材，掌握防灭火基础技能。截至
目前，防灭火培训演练累计覆盖
党员志愿服务人员及干部群众
150余人次。

严督查“堵漏洞”。设立党员
护林防火监督岗和督查小组，由
乡党委书记、乡长牵头，各包村领
导班子成员参与，组建 6 个村党
员监督力量和督查小组，采取“四
不两直”方式，对辖区内各村落实
护林防火责任及开展防火宣传教
育等情况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
题隐患采取“罚点球”及“清单制+
销号制+限时办结制”加快整改销
号，坚决堵住防火安全“漏洞”，倒
逼防火责任落实。截至目前，发现
并整改问题隐患及各类潜在苗头
隐患 10 余个，确保防火常抓、隐
患立除、青山常绿。

余彬

道孚县甲斯孔乡“党建+护林防火”

拧紧防火“安全阀”

●发现森林草原起火后怎
样报警？

发现森林草原着火，应立
即报告当地政府。报告的内容
应包括：起火的时间、地点、林
种、面积、火势以及报告人姓名
和联系电话。

●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时火
场自救的方法有哪些？

①点火解围。在无河流、小
溪、道路为依托时，在时间允许
的情况下，使用点火器点顺风
火，扑火队员跟火进入火烧地
避火，并用手扒出地下湿土，紧
贴湿土呼吸或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②强行顶风冲越火线。当
点火或其他条件不具备时，切
忌顺风跑，要选择已经过火或
杂草稀疏，地垫平坦的地段，用
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
火线，进入火烧迹地即可安全
脱险。

③卧倒避烟。在点火解围
来不及，就近有河流（河沟）、无
植物或植被稀少的迎风平坦地

段时，用水浸湿衣服蒙住头部，
两手放在胸部，卧倒避烟（火）。
卧倒避烟（火）时，为防止烟雾
呛昏窒息，要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并扒个土坑，紧贴湿土呼
吸，可避免烟害。

④快速转移。发现大火袭
来，人力无法控制时，只要时间
允许，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避
免发生伤亡。

●扑火出发前的准备
首先检查一下着装，看看

自己的衣服是不是易燃衣料，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换一套不
易燃的衣服，以免在扑火过程
中造成对自己的伤害；然后检
查一下穿了什么鞋子，上火场
最好穿皮鞋；

其次是穿布鞋，最好别穿
胶鞋、凉鞋、拖鞋；

最后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应
带一定的安全自救必备工具，需
要带一个挎包，包里应带一只打
火机，一只手电灯，一条毛巾，一
瓶水。

本报综合整理

在康定市孔玉乡，曾“与世隔绝”
的色龙村如今已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

“世外桃源”。这一切的变化，离不开色
龙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永强
的不懈努力和远见卓识。

“以前的色龙村交通闭塞，即使是
年轻人上山下山都要走几个小时。”陈
永强回忆道，十年前，村里的技术设施
仍旧落后，交通基本靠走，交流基本靠
吼。“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
这种状况，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4
年，色龙村抓住了脱贫攻坚和水电开
发的机遇，争取到了外界的支持，投
资 3000 多万元打通了一条 875 米的
隧道。隧道一通，村民们再也不用为
出行发愁了，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村民
的出行条件，更为色龙村未来发展打

开了大门。
2018年，色龙村被列为康定市乡

村振兴首批试点村。那时，陈永强几乎
天天都“泡”在工地上，白天监督施工
进度，晚上跟上级部门对接，确保每一
个细节不被遗漏。短短9个月，他们完
成了民居风貌改造，新建公厕、停车
位、独栋酒店，还建起了村史馆和游客
中心，村中面貌焕然一新。

“看着村子一天天变化，我感到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陈永强说，
这份变化也体现在了产业发展与村
民生活变化上。2020 年，色龙村开始
发展芍药种植项目，村民们在芍药基
地里忙碌的身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而每当芍药花开时，游客络绎
不绝，酒店入住率飙升，特色餐饮也
跟着火了起来。

正是看中色龙村风景及民族文化
资源，隐栖堂酒店集团落户于此。“在
陈永强的带领下，我们大力开拓文旅
产业，带动农产品市场稳定发展，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高质量的就业，促进共
同富裕。”该集团运营中心负责人王钦
友介绍，酒店将自身优势与当地特色
相结合，保留了木质结构、小青瓦屋顶
等传统建筑特色，系统性地培训当地
员工，提高酒店品质，并投入大量人力
营销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色龙村。此
外，游客还可以在这里采摘有机蔬菜、
学习编织竹篮、制作陶艺等传统手工
艺品，深度体验乡村生活的乐趣和传
统文化的魅力。

村民胡玲贵在色龙村生活了大半
辈子，回忆起童年生活，记忆总是充满
了艰辛。每天清晨，他都要踏上一个多

小时的路程去田里劳作；而傍晚收工
回家时，则需花费两个多小时。然而，
随着隧道的开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以及芍药种植业的发展，胡玲贵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流转土
地每亩可以获得1000元的收入，我们
还可以在芍药种植基地打工赚钱，生
活水平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色龙村的蜕变，是陈永强和全体
村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如今的色龙
村，已经拥有四川省级“四好村”、四
川省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等多个荣誉称号。“每当看到这
些荣誉，我就会想起那些年在色龙村
的故事，一个关于奋斗与希望的故
事。”陈永强希望自己能用实际行动
助力色龙村发展，为更多的乡村提供
可借鉴的经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将“偏远山村”打造成“世外桃源”
◎王利文 陈选斌 何芦恒

既有“设计”：
“哈达”造型寄托祝福，“天

月”命名解锁浪漫

相比众多人行天桥“I”“Y”字型的
“千桥一面”，这一康定市乃至甘孜州
首座钢结构人行天桥，用曲线代替直
线“凹造型”：从高空俯瞰，状似一条飘
逸“哈达”，横陈挺跨在5条道路交叉、
交通环境复杂的公主桥十字路口区
域，将有效辐射、有机联通跑马山景区
游客中心、阿里布果山步游道、溜溜老
街、快速通道4个象限，安全快捷解决
人车分流难题，破局“缓堵赏景两难”
及“节假日之痛”。

除了高颜值且接地气的“哈达”造
型外，这座人行天桥还有个别致的名
字“天月”，据初设方负责人季烈军介
绍，“一座城孕育一首歌、一首歌唱活
一座城，‘情定之城’的DNA里是浪漫
基因；桥名取‘天’‘月’二字，象征‘白
天看形’凌空飞架向苍穹、‘晚上看景’
月色洒落与桥身灯光辉映，如通往月
宫的卧波长虹，充满浪漫诗意，与康定
城的气质分外相益。”

施工现场，只见吊车挥动着“臂
膀”将一块块预制钢箱梁缓缓吊至预
定位置，站在起降车上的工人随后将
其焊接、打磨……一个个预制构件眼
瞅着装配到位，“天月”人行天桥的主
体部分就似“搭积木”般兀自拔节生
长；“未来公主桥片区系跑马山景区主
入口，考虑到景城一体化建设需求，这
座桥一定要好用也要好看，完美融合
交通和景观功能。我们中建二局将全
力以赴完成任务。”中建二局跑马山景
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工程师陈
凡告诉记者。

陈凡表示，位置的特殊性注定它
的与众不同，不仅要实现行人与城区
繁忙交通的分离，还需承担提升城市
景观及提供畅行赏景便利的使命。为
此，桥型敲定简约轻盈、跨越感强、与
涉藏地区现代化城市风格相协调的

“哈达”造型；从建筑语言来说，通过将
长约130米的主桥、长约30米的副桥
及引桥有序排列组合连接，恰如一根
圣洁哈达，传递拥抱行人、欢迎来客的

吉祥祝福，展现康定开放包容、现代浪
漫的城市形象。

传统建筑工地总是给人“尘土飞
扬、垃圾满地、叮当乱响”的印象；相较
之下，此处施工场地干净、利落、安静
得多。对此，陈凡解释，“这得益于全桥
采用钢箱梁结构搭建，相比于钢筋混
凝土桥，钢结构桥可塑性更强、建造速
度更快、性价比更高、受寒冷天气影响
更小。”据他透露，“天月”人行天桥钢
结构桥身重量约900吨，4个基础分3
段施工，20日晚已完成炉城南路公主
桥段上空吊装施工，21日开启快速通
道上空吊装施工，预计元旦前完成整
桥钢箱梁吊装作业。

又有“新艺”：
“黑科技”各美其美，“新老

桥”美美与共
要把设计图纸化为现实，施工是

关键。业主方康定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赵康说，“天月”
人行天桥作为康定市跑马山景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重要组成
部分，实用和美观是其设计规划的
最终考量；因而，为满足桥梁实现景

区游玩与城市生活的无缝流畅对
接、同时又自成“网红”打卡地及便
于后期管养等需求，该桥采用了不
少创新材料工艺，可以说，数字化赋
能、黑科技满满。

记者了解到，“天月”人行天桥桥
下净空高度大于 5 米，以立体交通组
织形式联通康定市区的慢行步行系
统：主桥一端衔接阿里布果山步游道，
另一端则与跑马山景区游客中心相
连；副桥一端通往溜溜老街方向，另一
端同样连接至跑马山景区游客中心；
总之，每条人流方向都能“上桥”，而桥
面呈现的通行、休闲、表演、运动等多
元场景，势必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
新的新质尝鲜沉浸体验。

譬如，陈凡例举，在引桥步梯区
域装置人体感应台阶灯箱、主桥一
侧打造格栅屏并将康定市历史文
化、民风民俗及地方美景等巧妙融
入幕墙展示；桥体路面则以移步换
景串联起境内代表景区景点，同时
辅以“缘起缘定缘守”的康定情歌故
事而布局地面轴线景观；此外，水幕
投影机立于桥墩下，营造垂落折多
河的光影图案；AI 识别、3D 裸眼大

屏、防滑铺装材料等“新艺”都将不
同程度运用其上；

这也意味着，不同节假日或大型
活动，可创意不同夜色光影秀。打造
其为康定市、跑马山景区门户的新
晋地标建筑，势如劈竹；对于各参建
方而言，更重要的是，新架人行天桥
如何与原有的公主桥和谐共存；毕
竟，这座修建于清代的石拱桥，取纪
念文成公主进藏之意，美好的传说
虽为讹误，文成公主入藏实走青海
唐蕃古道，但当地人将“茶马互市”
南丝路、川藏大道上这一重要桥梁
关口命为“公主桥”，可见岁月风烟
中人们对多民族“三交”、藏汉团结
发展的深情寄托。

设计之初，两座桥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便是各方共同考量。在陈凡
看来，“新桥是老桥的一种‘生命’延
伸。在新桥俯瞰老桥，感受这座古建
筑和遗址遗迹的历史文化沉淀；在
老桥又能仰望新桥，感受现代化、新
质生产力的扑面。好似‘姊妹桥’在
此 完 成 一 次 次 时 空 对 话 、理 念 碰
撞。”为保护好公主桥这一省级地名
保护名录建筑，人行天桥基础按名
木古迹保护规定退出安全距离，前
置做好施工规划，避免在公主桥上
施加施工荷载及吊装过程中的构件
接触之余，主梁采用单跨无立柱式
设计，跨度约为 50 米，公主桥原车道
上未设置任何支撑物。

值得注意的是，“天月”人行天桥
桥位环境交通繁忙且跨河跨路，施工
场地空间极为局促。在复杂的桥位环
境下如何顺利安全地实现受力体系
转换，是大跨异形人行桥建设要面对
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业主方精
心组织，与交通、住建、城管等相关部
门积极对接，参建各方通力合作，通
过交通管制导行、增加人力机械、深
化钢结构加工、提升吊机规格等措施
降低对周边人车安全通行的影响。据
悉，“天月”人行天桥钢结构施工在元
旦前完成后，即进入桥梁装饰、机电
安装、灯光照明、铺装作业等附属工
程施工，预计 2025 年国庆前达到通
行条件。

“桥”见“情定之城”的“胜景”和“畅行”

我州首座钢结构人行天桥奋发“项”上
◎全媒体记者 李娅妮 文/图

经济

森林草原防灭火
这些知识必须知道

康定，二水夹流、三山紧

抱，自古河网纵横，跨水而过的

座座桥梁在历史的渡口更新往

复，“桥”见这座“情定之城”的

气象万千——

自12月13日起，随着康定

市炉城南路公主桥段及快速通

道相继全幅打围封闭施工，市民

群众发现公主桥畔，钢结构吊装

作业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座人

行天桥的雏形，呼之欲出。

缘何修建？何时落成？又有

何独到之处？……20日，记者

前往建设现场提前一睹“芳

容”，并为广大市民朋友“起底”

这一引人瞩目的新地标背后不

为人知的建筑“密码”。

人行天桥钢结构吊装作业现场。

人行天桥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