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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泸定县佛耳岩隧道冷

碛端崩塌处治项目施工现场机

器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挖

掘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旧路面

清理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

气，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力争早

日实现竣工通车，解决当地群众

出行难题。“佛耳岩塌方后，我们

的出行变得很不方便，现在防护

网修建工程终于开工了，期待能

早日通车。”兴隆镇沈村村民查

向琴激动地说。

佛耳岩隧道是连接兴隆镇

与 冷 碛 镇 的 重 要 交 通 枢 纽 ，

2024年7月22日受连续强降雨

影响，佛耳岩发生山体崩塌，塌

方量约5000 方，造成冷碛镇方

向隧道口堵塞，严重影响沿线群

众出行和经济发展。

“垮塌后，我们第一时间封

闭道路，为确保该路段长期运营

安全，项目指挥部综合考虑地

形、地质、水文、气象等因素，制

定了科学治理方案。于今年3月

20日边坡趋于稳定后正式进场

施工。”甘孜州交通和城乡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省道 217 灾

后恢复重建项目（泸定境）指挥

部综合部负责人周杰介绍道。

该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佛耳岩

隧道冷碛端增设95米明洞，洞内

路面设计荷载为公路Ⅱ级，防水

等级为二级，同时对边坡进行清

危并增设主被动防护网。项目总

投资2539.64万元。目前工程已

进入危石排险阶段，下一步将进

行主动防护网施工，随后开展明

洞工程建设。整个工程工期预计5

个月，力争今年8月底实现通车。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

佛耳岩隧道冷碛端的抗灾能力

和交通保障水平，为当地群众提

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条件，

同时进一步优化农村公路网络，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泸定县佛耳岩隧道崩塌治理
工程全面启动
预计8月底恢复通车

开年以来，康定市财政系

统紧紧围绕市委总体工作思

路，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加力提效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财

政工作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

第一季度财政“开门红”，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财政保障。

收入方面，截至今年3月31

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0,04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7.82%，完成“开门红”任务的

205.28%，比去年同期增收 38,

154 万元，增长 54.47%，实现首

季“开门红”。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15,698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54,344万元。

支出方面，截至3月31日，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完 成 62,

624万元。康定市坚持优先保障

“三保”支出，集中财力保障了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

生、农林水等重点民生领域的

支出需求。

市财政局

康定市财政首季“开门红”
为全年发展筑牢根基

近日，笔者从州国资委获悉，

我州交通基建产业实现首季“开

门红”。

多措并举穏建设。坚持“早谋

划、早推进、早达效”原则，全力按

下项目复工复产“加速键”。深化

“品质建设”攻坚行动，持续推动工

程建设管理质效提升，完成要件办

理35项、办结率达250%。取得建

设用地批复5个、施工许可4个，

G664香各路、满真金沙江大桥、瓦

卡金沙江大桥、G350丹巴县段灾

害绕避整治工程等4个项目投资完

成目标任务的110%。一季度累计

完成投资5.96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的107.6%，同比增长11.2%。

全力以赴促增长。以市场为

导向，强化配套业务发展质效，以

资源禀赋和销售渠道等多种组合

优势，加强省州内市场战略沟通，

发挥区域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全

力以赴稳增长。一季度新签订合

同金额7003.97万元，完成目标值

的396.42%，实现营业收入1.05

亿元，完成目标值的131.14%。

精准施策强保障。依托新

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深入实施“数智建设”“能力

提升”“安全环保”等七大专项行

动，全力推动低空经济、交能融

合等新兴领域新布局，组建勘察

设计公司、低空飞行运营服务公

司，全力培育交通基建企业竞争

力和品牌力，积极打造企业第二

增长曲线。

州国资委

我州交通基建产业
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4 月 11 日，全州科

学技术协会六届三次全委(扩

大)会召开。会议总结2024年工

作，明确了 2025 年全州科协的

重点工作方向。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州科

协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借助“浙

甘”交流活动与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站工作，吸引更多院士专家投

身地方建设；构筑本土人才“孵化

器”，通过乡土人才活动培育本土

专家，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以科技小院为“辐射环”，专家

与研究生常驻一线，解决农牧民

知识、信息等难题；用好人才举荐

“直通车”，支持学术交流，积极举

荐科技人才，构建“引培留用”四位

一体人才体系，助推科技人才向

省级、国家级平台流动。

同时，州科协充分发挥天府

科技云服务平台与院士（专家）

工作站作用，为企业提供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助力科技工作者攻

克技术难题，为科技人员提供多

方面指导。此外，还将通过智慧

科普等方式拓宽城乡群众获取

实用技术的渠道，推动全民科学

素质提升。

会上，九龙、白玉等县级科

协、企业科协及相关州级学会作

交流发言。会议期间还开展了全

州科协系统业务工作培训，确保

重点工作高效落地。

全媒体记者 黄炼

全州科协聚焦人才与科技
激活发展新动能

经 济 要 闻

本报讯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时节。

近日，甘孜县在康北果蔬基地举行“康

北高原粮仓”现代农牧产业基地春耕物

资发放仪式，正式拉开今年度春耕生产

序幕。

发放现场，村民有序排队领取青豌

豆、土豆、康青九号、黑六棱、有机无机复

合肥等，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化身“搬运

工”帮助群众搬春耕物资，现场一派繁忙

的景象。“每年春耕之时，县上都会无偿

发放良种，让我们节约一大笔开支的同

时也获得高产增加收入，真的是太谢谢

党委政府了。”卡贡乡村民洛绒益西高兴

地说。

今年，甘孜县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

金1602万元，提前采购青稞、马铃薯等

高原适种良种 1169 吨，有机肥料 1113

吨，低毒高效农药 0.33 吨。今年春耕物

资发放总量较去年增长 6%，覆盖全县

16个农业乡镇，惠及农牧民2.3万户。

“为确保今年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我们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统一储备和发

放种子、肥料、农药等春耕物资。”甘

孜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副局长王荣美

介绍。4 月初，甘孜县将组织技术人员

下乡提供技术指导，并在 16 个农业乡

镇开展农药减量化、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置和安全用药宣传培训；同时，还

将开展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与技术推广

工作，以“绿色高产高效”项目为载

体，打造千亩高产示范田和百亩超高

产示范田，预计带动甘孜县青稞亩产

平均提高 3 公斤左右，推动青稞产业

整体发展。

近年来，甘孜县依托“康北高原粮

仓”建设，持续推广良种良法，2024年全

年完成农作物播面 20.08 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播面达 16.02 万亩，粮食产量达

3.56万吨。

刘鑫 李雪娇

甘孜县整合涉农资金1602万元

2.3万户农牧民喜领“春耕大礼包”

本报讯 连日来，白玉县组织开展

春耕良种发放活动，为全县 11 个乡镇

农户免费发放优质良种，并同步提供

农技指导，切实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工

作，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障粮

食安全。

发放现场，工作人员有序登记群众

信息、核对发放名单，将一袋袋包装好的

种子交到群众手中，并嘱咐群众抢抓农

时、及时播种。现场共计发放青稞种子5

万公斤、油菜种子 0.05 万公斤、蔬菜种

子0.38万袋、蔬菜大棚膜5件、马铃薯种

子0.2万公斤，价值总金额50万元。

“在春耕备耕时节，党委和政府给

我们送来了‘及时雨’，大大减轻了种地

成本。”赠科乡下比沙村党支部书记土

登说道。为确保 2025 年春耕生产顺利

进行，白玉县积极筹备，通过政府采购

方式统一储备和发放种子、肥料、农药、

蔬菜等物资，计划于 3 月至 5 月组织技

术人员下乡提供技术指导，根据各自专

业特长以及各乡需求，与各乡镇农技人

员到村、到户开展春耕生产现场指导和

现场培训，及时解决群众在生产中的实

际困难，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生产

第一线。

做好春耕备耕生产，是确保全年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近年

来，白玉县积极组织开展送肥下乡服务

活动，切实将助农惠农落实到实处，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下一步，白玉县将充分发

挥农业产能优势，继续抓细抓好春耕备

耕工作，全力动员群众做好各项农业生

产，为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

实基础。

德呷 郎呷 文/图

白玉县：免费发放优质良种助力春耕备耕

↑优质良种发放现场。

→村民签字领取优质良种。

辉煌75载 续写新传奇

4月的雪域高原，冰雪消融，春回

大地。近日，记者走进九龙县乌拉溪

镇，这座坐落在“藏彝走廊”腹地的特

色小镇，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

美”的画卷徐徐展开，向世人展示着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站在海拔 2200 米的河坝村观景

台俯瞰，乌拉溪千亩青花椒基地郁郁

葱葱，连片的花椒树随风摇曳，农户正

忙着修枝管护。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乱石滩，现在

有花椒、水果和民宿产业，成了年产值

超千万元的‘绿色银行’。”乌拉溪偏桥

村党支部书记高洪才摩挲着快要挂果

的花椒枝条对记者介绍说，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截至目前，乌

拉溪全镇已建成标准化花椒园 3200

亩，带动户均增收2.3万元。

在乡村振兴示范园区的智慧大

棚里，土生土长的乌拉溪人黄泽富正

在调试智能一体化设备。作为镇上的

致富带头人，黄泽富敏锐地捕捉到乌

拉溪的“致富经”。“从以前的种植蔬菜

水果，到现在发展民宿产业，就是看中

这里‘农旅融合’的发展前景。”黄泽富

自信地说。

如今黄泽富已建成6亩小番茄种

植园，采用智能大棚种植模式，每年番

茄产值达1万公斤。就在种植园区旁边，

一处名为锦绣山庄的民宿则是他另一

个农旅产业，每年接待游客超万人次。

穿过十里桃林，记者在“溪韵”山

庄遇到了正在民宿忙碌的00 后返乡

创业青年赵梓行，她瘦小的身躯透露

出干练，民宿客房、后厨都被她打理得

井井有条。当问及为何回乡创业，赵梓

行坦言：“是因为家乡的山水很美，发

展旅游产业前景良好。所以我把家里

的民宿进行提档升级，并采取现代化

的经营模式，吸引了很多客人前来，现

在民宿每年收入近200万元。”

傍晚时分，身着藏、汉、彝民族服

装的舞蹈队在广场上跳起欢乐的锅

庄，引得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留影。这也

是赵梓行招揽客人的绝招之一，民宿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民族文化展

演，游客既能品尝藏地美食，又能体验

彝族歌舞，文化交融让当地藏、汉、彝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来自浙江杭州的游客徐先生就被

这一幕深深吸引。“没想到一座高原小

镇能有这么完善的旅游配套，白天摘

果蔬，晚上看星星、品美食，真是‘秀美

风光胜江南’。”他指着手机里的短视

频告诉记者，已经在朋友圈为乌拉溪

“代言”，引来数十个人进行咨询。

乌拉溪的蜕变是甘孜州 75 年发

展历程的缩影。乌拉溪镇镇长尤花花

向记者展示发展规划图，投入 1.2 亿

元的农旅综合体即将动工，包括民宿

集群建设、景区景点开发、产业品牌打

造等项目，预计全镇集体经济收入三

年内可从26万元跃升至100万元。

夜幕降临，广场上各族群众手挽

手跳起锅庄舞，欢快的歌声在山谷回

荡。这座昔日的偏远小镇，正以敢为人

先的闯劲、民族共融的智慧，在雪域高

原续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传奇。

携手共谱“田园曲”农旅融合启新篇
◎2025融媒新闻行动第一组

时下正值春耕备耕之际，我州各级

田长深入田间地头，守护耕地红线、护航

春耕生产，化解生产难题、推动技术落

地，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压实责任，统筹部署春耕任务。各县

（市）各级田长积极和农牧部门对接，明

确各乡（镇）田长为第一责任人，掌握每

个乡镇的春耕备耕情况，深入田间地头，

推动技术到田。落实“田长+农户+农技

员+网格员”管理模式，确保全州35.15万

亩粮食高产示范带（片、点）有序推进，对

全州各县（市）耕地实行分片包干，重点

跟进撂荒地复耕、农资供应等关键环节。

一线督导，破解春耕难题。我州严格

要求县级田长及片区田长带队巡查各自

联系的行政乡（镇）、村，重点检查全州

289 个乡（镇）的农田水利设施维护、种

子化肥储备、农机检修等情况，确保春耕

工作顺利开展。

宣传动员，激发农户积极性。通过“田

长走访+广播宣传”方式，向农户发放田长

制宣传手册1.8万余册，开展“田间课堂”

300余场，全面解读耕地保护补贴、种粮

补贴等惠农政策，提升农户科学种植意

识。同时，通过甘孜传媒、微甘孜等多种多

样的方式向群众大力宣传田长制相关政

策法规等，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我州各级田长护航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