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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荣县成功举办桃

花季系列活动，创新打造“桃

花+”模式，融合文化、体育、音乐

等多元素，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累

计吸引游客 3.2 万人次，综合收

入达 0.35 亿元，户均增收 5000

余元，有效助力文旅产业实现首

季“开门红”。文艺出彩。九步锅庄

等非遗展演，让游客近距离领略

得荣风情画卷，感受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星空音乐会浪漫迷人，

演绎出非遗弦子与交响乐的共

鸣，藏寨古谣与现代编曲的交融。

现场观众超 3000 名，直播在线

观看人次达31.4万，拉动当地夜

间消费近60万元。

赛事出众。桃源“村 BA”篮

球赛汇集汉、藏、彝、哈萨克族等

多个民族球员同场竞技，来自全

国各地的高水平外援增加了赛事

关注度，让观众在欣赏激烈球赛

的同时，还领略到春日桃源美景，

感受到体育与自然融合的独特魅

力，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团结。

比赛期间，在线观看直播场均达

4万人次，半决赛、决赛在线观看

达70万人次。

宣传出圈。得荣桃花连续4次

登上央视平台，在 CCTV-13 新

闻频道、四川卫视文化旅游频道

实现专题报道，在各大媒体平台

发布超90条图文新闻、55条短视

频，总浏览量突破9000万，直播

在线观看人次突破 235 万，微博

发稿13条，总阅读量达4274万。

县融媒体中心

得荣县深耕“桃花经济”
实现“开门红”

安全生产 刻不容缓

白玉县防火防汛出新招

130个村全覆盖气象
环境监测站

春季防火安全指南

辉煌75载 续写新传奇

整地、刨厢、拉养料……近日，在

道孚县八美镇 120 亩赤松茸种植基

地，60多名村民正在忙着种植错季赤

松茸。机器的轰鸣声、人们的交谈声，

交织成高原春日耕耘的“奋进乐章”。

生态环境优是赤松茸种植
理想地

笔者走进赤松茸种植基地，迎面

闻到一股淡淡的发酵过的养料味，映

入眼帘的是一块块刚耕耘过的褐色

土地。几辆三轮车装着“菌子养料”在

田间道路来来回回，手持农具的村民

把养料有序地分散在平整的土地上。

“别小看这些养料，它可是赤松

茸生长的‘营养品’。”基地负责人邛

崃市晓琴农业有限公司袁宇航介绍

道，“菌子养料由稻壳、玉米芯、草原

牛粪等农林废弃物组成，通过粉碎发

酵转化为食用菌的优质基肥，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

我州是一座百菌争香的天然菌

库，一到夏天，透雨过后，松茸、牛肝

菌、鸡枞菌等一朵朵珍贵野生食用菌

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这里蓝天白云、雪山环绕、土壤

优质，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是种植

错季赤松茸的理想之地。”袁宇航说，

“今年公司在道孚县八美镇以每亩

500元价格流转了120亩土地，搭建

480个大棚，种植错季赤松茸。”

据悉，赤松茸种植周期短、见效

快，内地每年种植一季，每年的11月份

至次年3月份是采摘季；而高原错季种

植主要集中在2400米和3500米两个

海拔梯度，2400米海拔范围，11月份

种植，次年3月至7月上市；3500米海

拔范围3月至4月种植，采摘期将从6

月份持续到10月中旬。这种错季种植

能有效填补内地市场空白，保障稳定

供货，实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赤松茸。

“高原种植赤松茸，采用的原料

不仅变废为宝、错季增收，出菇后的

菌肥还能优化土壤结构。通过‘菌粮

轮作’提升粮食产量，形成生态循环

农业。这里的赤松茸 10 月份采收结

束后，将种上青稞或者牧草，从而提

高土地利用率。”州农科所食用菌课

题组负责人陈杭如是说。

赤松茸成为富民增收好产业

在八美村民看来，赤松茸是一项

富民增收好产业。赤松茸种植基地的

大棚搭建、种植、采摘等所有用工都

在当地解决，用工需求大，能有效带

动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这几天

在基地务工，每天务工结束，就能拿

到 140 元左右的收入。”八美镇村民

泽仁娜姆开心地告诉笔者。

据袁宇航介绍，赤松茸种植期间

每天大概需要 70 多人，种植结束预

计务工支出150万元左右。后期采菇

还将固定长期用工 40 人以上。从种

植、管理到采收，当地村民一年可以

在基地务工近6个月。

赤松茸又叫大球盖菇，营养丰

富、香味浓郁、口感脆嫩，富含多种人

体所需的氨基酸、维生素，有“素中之

荤”的美誉。今年，我州在适宜区域种

植赤松茸面积达300余亩。

“在技术保障、科学管理下，预计

今年基地的 120 亩赤松茸将实现产

量 48 万公斤，产值将达 700 万元。”

望着一袋袋即将埋进土里的菌种，已

经种植赤松茸20多年的袁宇航对今

年的收益信心满满。

立足生态和野生食用菌资源优

势，近年来，我州食用菌产业蓬勃发

展。目前，全州人工种植羊肚菌、赤松

茸、香菇、藏灵芝等食用菌面积达

1500 亩，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

增收，铺就了乡村振兴“致富路”。

“甘孜独特的气候不仅是生态食

用菌的优势天然产区，更是承接全国

食用菌产业战略西移和四川发展特

色、生态食用菌的理想区域。下一步，

我们将依托‘院州’农业科技合作，科

技赋能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州

农科所所长翁青扎巴表示。

四月的八美，雪山环绕，远远望

去，一个个赤松茸大棚整齐排列，镶

嵌在草原上，孕育着收获的希望。

我州“错季赤松茸”
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本报讯 近日，稻城县噶通镇人民

政府门口格外热闹，不时有拖拉机、小

货车和三轮车进出。工作人员在有序

登记群众信息，随后将一袋袋优质种

子和肥料交到农户手中。现场搬运、点

数、分发、签字，各个流程井然有序。

据悉，为确保今年春耕生产顺利进

行，稻城县提前谋划，通过政府采购等

方式，为全县13个乡镇的农户免费发放

优质油菜良种3.5吨、黑青稞良种50

吨、玉米良种3吨，有机肥8750袋、配方

肥2625袋、配套农药2500件，全生物

降解地膜10吨，水果苗木2万余株，为

保障稻城县粮油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镇油菜种植面积是 960 亩，

免费发放油菜种子480公斤。种子质

量有保障，还教我们种植技术，让我

们心里面踏实多了，我对今年的收成

非常有信心。”噶通镇寒桑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任凯激动地说。

据悉，下一步，稻城县将紧紧围

绕粮油生产布局和目标任务，按照

“攻单产、调结构、提品质、抓特色、促

增收”的总体思路，主攻“黑六棱”青

稞、玉米、油菜，狠抓粮油生产，推进

“万亩青稞高产示范带”项目建设。同

时，还将大力推广实用增产技术，集

成推广优质高产品种、配套栽培技

术、高效栽培模式，强化技术培训和

示范带动；广泛开展送科技下乡、进

村入户等活动，确保全县粮油安全。

银秋 吕雯茜

稻城县免费发放60余吨优质良种

本报讯“县上及时给我们发放

免费春耕物资，解决了我们春耕的一

大难题，我对今年的收成更有信心

了！”近日，在理塘县君坝镇举行的

“2025 年产业振兴放心农资发放仪

式”上，若西村村民洛绒泽仁高兴地

说。

据悉，此次君坝镇为全镇9个行

政村集中免费发放县上提供的春耕

物资，其中，青稞良种 4000 公斤、马

铃薯22530公斤、小麦2000公斤、油

菜 30 公斤、青杂七号油菜种子 100

袋，同时配发油菜有机肥2000公斤、

小麦有机肥8000斤。

“政府免费提供种子，还有专门

的技术人员指导服务，我们种植信心

更足了。回去以后，我会公平合理地

分配好种子，并嘱咐村民一定要科学

种植，提高产量。”看着车上一袋袋整

齐装好的免费种子，若西村党支部书

记桑珠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开心

地说道。

为切实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工

作，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连日来，君坝镇积极行

动，发放优质良种并同步提供农技

指导，拉开了春季农业生产的序幕，

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下一步，该镇将聚焦青稞、小

麦、马铃薯等主导作物生长周期，组

建“镇级农技骨干+村社联络员+本

土种植能手”联动服务专班，按作物

品种和生长节点开展“良种田间课

堂”，重点讲解水肥管理、病虫害绿

色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针对新型

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差异化需求，为

种植大户提供“全周期技术托管”，

为脱贫户、留守农户提供“一对一”

入户指导，实现良种配套技术服务

全覆盖，切实让良种优势转化为产

量效益。

卓玛拉西 叶强平 文/图

理塘县君坝镇：发放良种助力春耕促增收

春耕备耕忙生产 不负农时不负春

↑赤松茸基地负责人介绍“菌子

养料”。

→村民们刨土整理养料种植赤

松茸。

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高山峡

谷区域，局部小气候突变难题，全

面提升白玉县自然灾害监测预警

能力，完善防灾减灾救灾预警监

测机制。近日，按照州委、州政府

工作要求，白玉县委、县政府超前

谋划，预算安排84.5万元专项资

金，为全县 130 个行政村配备气

象环境监测站，实现“一村一气象

监测站”，并开展教学培训。

“强化科技赋能，加强防灾减

灾能力建设，提高监测预警能力，

是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的重要

举措，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按

照建设标准，科学安装。县安办、

县气象局要组建专班，下沉指导

设备安装调试，确保‘装得准、用

得好’。”在培训会上，白玉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如是说。该县要求各

乡（镇）要指定专人负责设备管

护，建立故障报修“2 小时响应”

机制，杜绝“只装不管”，鼓励群众

监督设备运行，保护设备不受人

为破坏。同时，县应急局、气象局

要加强结果运用，明确分级响应

流程，开展实战演练。

随后，县气象局技术人员围

绕设备原理、设备安装、维护技

能及故障排查等内容通过实操

演练讲解常见故障的诊断与处

理流程，并结合白玉县气候特点

及实际应用场景，为参训人员开

展针对性指导，让学员们认真学

习到自动气象观测系统的使用

方法，提高了技能水平，达到了

能熟练使用自动观测系统的目

的，为推进气象精细化服务，完

善防灾减灾救灾预警监测机制

打下基础。

下一步，白玉县将持续完善现

代化气象服务体系，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气象保障。

谢富贵

春季天干物燥，极端天气频

现，是火灾事故的多发季节。因

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提

高消防安全意识，掌握消防安全

知识，强化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努

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防火篇

一、家庭防火

1、保持良好习惯

定期清理厨房、阳台和楼

道，确保没有易燃杂物堆积。厨

房是火灾高发区域，要特别注意

将油、纸、布等可燃物远离炉灶

等火源。

2、安全使用电器

避免超负荷用电，选择合格

的电器产品，并定期检查线路是

否老化或损坏。不用时及时拔掉

插头，避免电器长时间工作。

3、安全使用燃气

用气后及时关闭气源，定期

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或漏气。

发现燃气泄漏时，应迅速关闭阀

门，开窗通风，切勿使用明火或电

器开关。

4、注意用火安全

吸烟后要确保烟蒂完全熄

灭，避免在床上或易燃物附近吸

烟。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5、配备消防器材

在家中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

器，并配备简易灭火器、防烟面罩

等应急逃生装备，学会正确使用

方法。

二、公共场所防火

1、进入公共场所，自觉配合

安全检查。

2、不在公共场所内吸烟和使

用明火。

3、不带烟花爆竹、酒精、汽

油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进入公

共场所。

4、车辆、物品不紧贴或压占

消防设施，不堵塞消防通道，严禁

挪用消防器材，不得损坏消火栓、

防火门、火灾报警器、火灾喷淋等

设施。

5、学会识别安全标志，熟悉

安全通道。

6、发生火灾时，应服从公共

场所管理人员的统一指挥，有序

地疏散到安全地带。

常识篇

火灾报警注意事项

一旦发生火灾，要迅速拨打

电话“119”报警，并立即组织人员

扑救。扑救时要先救人，然后再尽

量挽回损失，先断电然后救火，并

注意顺风救灾，特别是野外火场。

灭火时一般就地取材，如用水、

砂、土等灭火器材，特别要设法控

制火势蔓延。

报警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报清、报全单位和街、巷

名称，不要用简称。

2、要说明是什么物质着火和

火势大小。这样便于消防队根据

燃烧对象采取对应方案。

3、报警后，应由熟悉情况的

人迎候消防车或指引通道，以便

消防车迅速赶到及时灭火。

晏中华 整理

图为农民喜领免费农资。

◎杨琦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