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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海拔3000米高原

还裹挟着料峭春寒时，甘孜州

12400多万亩林海草场已悄然进

入防火关键期。为此，甘孜州森林

消防支队构建起“培训+巡护+赋

能”的立体防线，用心守护森林草

原安全。

在乡城县一施工企业营地，

乡城大队前置备勤分队森林草原

防灭火培训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针对企业快反队伍量身定制课程

体系，消防员将理论与实战有机

串联，既有实用的森林草原防灭

火知识等专业课程解析火场瞬息

万变的特性，又有油锯切割角度

调整、水泵串联增压等实操课目。

培训中，消防员还创新采用“情景

代入法”，通过模拟输电线路故障

引发火情，现场指导参训人员开

展“断电—隔离—扑救”全流程演

练。沉浸式教学让企业应急队伍

的火情处置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防控”

的转变。

入春以来，道孚大队的巡护

车队就不时在沟壑纵横的林区

穿行，车载扩音器循环播放着

藏汉双语防火令。当车行至道

孚县玉科镇银克村时，消防员

洛绒吉村用藏语向村民讲解煨

桑祭祀、农事用火等注意事项。

“消防员上门手把手教大家防

火，句句都听得明白。”村民泽

仁彭措称，已将分发的防火手

册张贴在院落显眼处。针对春

季干旱少雨、植被干燥实际情

况，道孚大队还利用水罐车对

林区道路两侧、煨桑台周边等

重点区域实施洒水增湿作业，

地表可燃物湿度显著提升，有

效降低了火灾隐患。执勤期间，

消防员同步清理林缘堆积的枯

枝杂草，并对输配电线路周边

进行隐患排查。

而在雅江县，32名森林消防

员走遍全县 16 个乡镇，为基层

扑火力量带来“定制化”教学套

餐。针对义务扑火队员文化水平

差异，教员扎西多吉将水泵操作

要领编成藏语顺口溜；面对乡镇

干部，教员则着重培训火场态势

研判与应急预案制定。培训中，

针对学员在操作中遇到的难点、

痛点，消防员不厌其烦地反复讲

解、多次示范，直到大家完全掌

握。有的消防教员还利用休息时

间，单独给学员“开小灶”，进行

一对一辅导，让基层防火网越织

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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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森林消防支队构建立体防护体系

用心守护森林草原安全

图为乡城大队消防员在企业开展防灭火培训。

筑牢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铜墙铁壁

辉煌75载 拼出新气象

3 月 20 日，圣洁甘孜海螺沟

景区旗舰店建成试运营。

该项目位于磨西镇红军长征

陈列馆旁，是集游、购、娱为一体

的综合性商业体，具备为广大游

客提供甘孜州农特产品、文创产

品、非遗产品售卖以及休憩等四

大功能。

该项目系海螺沟景区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核心项目，总投资

335 万元，项目建设期间争取到

省商务厅扶持资金 100 万元，由

海螺沟投资发展集团为业主。新

建海螺沟景区圣洁甘孜旗舰店面

积近 500 平方米，其中圣洁甘孜

农特产品展销厅 260 平方米、文

创产品展厅 220 平方米、甘孜非

遗展厅 30 平方米、直播间 35 平

方米。

圣洁甘孜海螺沟景区旗舰店

得到了州商务合作局、州文化广

电旅游局在商品组织、店面运营

等方面给予的指导和支持，截至

目前，店内非遗文创产品达 180

余种，农特产品 70 余种，冰川书

屋书籍30000册以上，为广大游

客提供甘孜州特色产品消费和体

验需求。

截至发稿，圣洁甘孜海螺沟

景区旗舰店运营已实现营收 3.2

万余元。

海投集团

圣洁甘孜海螺沟景区旗
舰店建成投运

自 2024 年 12 月以来，成都市

金牛区、成都产业集团与石渠县携

手打造金石科创合作产业园，全力

助推石渠县实现振兴发展。截至目

前，18 家企业成功落户该园区，为

石渠县托底性帮扶工作增添了新

活力。

18家落户企业业务涵盖金融、科

技、电子商务、农牧商贸以及绿色能

源等多个领域，去化率约达 20%，充

分彰显了园区在产业集聚与资源整

合方面的成效。

作为四川省海拔最高、幅员面积

最大且距成都市最远的县，石渠县工

业与产业基础薄弱，是欠发达县域中

的“底中之底”。成都市金牛区、成都

产业集团结对帮扶甘孜州石渠县，围

绕深化托底性帮扶组建工作专班，开

展“三级联帮”，孕育出金石科创合作

产业园区，有效推动了当地产业升级

与经济增长。

据了解，金石科创合作产业园

涉及总投资 5.1 亿元，园区创新“三

方联席会议+管委会+合资公司”工

作运营机制，发挥政企联动优势，整

合资产配置，引进专业人才，提供技

术转化、创新、金融、信息等多维度

服务。通过对外租赁与精品招商，园

区为石渠县构建“可持续经营”优质

资产，未来招商率达 90%后，预计向

石渠县年均贡献增加值（GDP）3 亿

元以上、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00 万元以上，能推动石渠县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人均一般公共预算三项主

要指标稳步提升。

据悉，在下步工作中，金石科

创合作产业园将继续跨区域搭建

金 石 两 地 经 济 合 作 协 同 发 展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平 台 ，不 断 拓 展

业务领域，依托“优化提质、特色

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

发 挥 成 都 产 业 集 团“ 引 导 产 业 投

资促进产业升级”功能优势，立足

金 牛 区 主 导 产 业 发 展 基 础 ，全 力

推 进 托 底 性 帮 扶 工 作 ，助 力 石 渠

县可持续性发展。

县融媒体中心

18家企业落户产业园
石渠县托底性帮扶工作增添新活力

3 月 24 日，康定市姑咱镇日地

沟山洪泥石流治理工程建设项目

正式开工。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康定市人民政府、姑咱镇人民政府

及 相 关 单 位 负 责 人 、参 建 单 位 代

表、群众代表等 50 余人共同见证

项目启动。

日地沟“8·03”山洪泥石流灾害

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在

自然资源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

府和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关心指

导和全力支持下，康定市姑咱镇日地

沟山洪泥石流治理工程被列为省特

大型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治理资金得

到充分保障。

在项目前期工作中，各相关部

门科学严谨、稳步推进各项事宜。

项目勘察设计方案于 2024 年 8 月

通过专家评审，勘察报告及施工图

设计报告于 2024 年 10 月完成技术

审查。2024 年 3 月初依法依规完成

施工和监理招标程序，确定四川省

华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施工单

位，同步落实监理单位为四川省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

研究院，为工程高质量实施奠定了

坚实基础。

该工程实施后，将有效提升日地

沟流域防灾减灾能力，保障日地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下一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压实行业监管

责任，统筹做好要素保障、技术指导、

群众协调等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工程

按期高质量竣工投用，为当地群众筑

牢安全防线。

康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康定市姑咱镇日地沟
山洪泥石流治理工程开工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农业农

村厅正式公示了第一批、第二批

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入选品牌的

动态调整名单，以及第三批四川

省农业品牌目录拟入选名单。丹

巴美人脆苹果拟入选第三批四川

省农业品牌目录。

丹巴美人脆苹果，作为丹巴

县的特色农产品，以其卓越的品

质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这种苹果果实硕

大、色泽鲜艳，口感爽脆多汁，甜

中带酸，风味独特。每一颗美人

脆苹果都蕴含着丹巴县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和果农们的辛勤

汗水，是真正绿色、健康、美味的

农产品代表。

根据《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

制度》的相关规定，四川农业品牌

是指在四川省域范围内，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在其农产品或服务上

所使用的，用于区分同类和类似

农产品或企业的名称及其标志。

这些品牌涵盖了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等

多个方面，是四川省农业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推动力。

降初泽郎

丹巴美人脆苹果拟入选
“川字号”农业品牌

经 济 资 讯

本报讯 阳春三月，正值春耕备耕

的重要时节，白玉县农作物种子市场迎

来了购销旺季。为加强农作物种子质量

监督管理，保障全县春耕种源安全，近

日，白玉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开展种子

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为新一年的农业生

产筑牢坚实基础。

此次市场专项检查重点为门店

经营的各类农作物种子品种，主要检

查品种备案、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是

否真实合法，种子品种和经营主体是

否进行网上备案。同时工作人员还开

展了相关法律法规和 2025 年主推品

种宣传，引导农户科学选购良种，并

就化肥控量增效和农药减量增效向

农户作了详细讲解，向农户发放禁限

用农药名单，推动化肥农药精准合理

使用。

据白玉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相关

人员介绍，此次检查了1户蔬菜种子经

营户，抽查蔬菜种子品种 8 个，发放宣

传资料 22 份,宣传人数达 20 余人次。

县辖区内种子经营门店抽查覆盖率达

50%以上，被抽查门店经营的品种抽查

覆盖率达30%以上，政府采购种子抽查

覆盖率达100%。

下一步，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将继

续深入全县各乡镇农资市场开展春季

执法专项检查，坚决打击制假售假行

为，保障全县春耕备耕有序开展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

德呷 文/图 图为工作人员在种子经营门店开展专项检查。

白玉县检查农资市场

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安全

本报讯 3 月 25 日，行走在乡城县

广袤的田野间，纵横交错的田垄勾勒出

丰收图景，青德镇仲德村田长泽仁多登

正在开展日常巡田工作。

作为甘孜州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试验县，乡城县创新构建“三级田长制

“管理体系，通过科技赋能、全民参与，

建立“县乡村+网格员”四级监管体系，

由 29 名县级田长、172 名乡级田长和

177名网格员组成立体防护网络，实现

6.8万亩耕地管护责任全覆盖。

据统计，依托“智慧巡田”系统，各

级田长累计巡田里程突破8万公里，巡

田率达300%以上，构建起“天上看、地

上查、网上管”的动态监测体系。

“科技赋能为传统农耕注入新动

能，通过整合卫星遥感、巡田APP和群

众监督平台，建成耕地‘数字档案’数据

库，11 起违规占用耕地行为被及时制

止。”据乡城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耕地保护智能监管平台可实时捕

捉耕地变化，确保“非农化”“非粮化”问

题发现处置不过夜。

耕地保护需要全民参与，共同富裕

更要群众共建 。2025 年，乡城县开展

“护田课堂进万家”行动，通过集中讲

解、群众大会、田间培训等形式举办专

题培训11场，发放双语宣传资料3000

余份，众多农牧民群众自主成为耕地保

护“义务监督员”，形成“专业田长+科技

巡田+群众盯田”的共治格局。

“藏乡田园是乡城县的标志，耕地

保护是解码共同富裕的核心密码。”乡

城县自然资源局分管负责人丹巴秋真

表示，随着“三级田长制”体系的纵深推

进，乡城县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为建设共同富裕试验

县夯实了产业基础，实现“守土有责”到

“沃土生金”的价值跃迁。

腊花

乡城县构建“三级田长制“管理体系

实现6.8万亩耕地管护责任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