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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用药用械安

全，近日，白玉县相关部门积极

行动，针对娱乐场所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并同步推进药械化

质量安全检查，全力排查各类

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加强娱乐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切实消除火灾隐

患，白玉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

展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行动。检查过程中，消防监督人

员深入辖区KTV、酒吧、网吧等

人员密集场所，重点对场所内的

消防设施器材、安全疏散通道、

电气线路敷设、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落实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每

到一处，检查人员都认真查看消

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

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无阻，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设置

合理，并现场测试自动消防设施

运行情况。

“娱乐场所人员密集，一旦

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严重后果。”

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要

求各场所负责人必须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

防火巡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

有效，安全出口时刻畅通。”检

查人员还重点查看了场所装修

材料是否符合防火要求，是否

存在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的

情况，并对电气线路敷设、大功

率电器使用等容易引发火灾的

环节进行了重点排查。

在检查的同时，消防监督

人员还对各场所从业人员进行

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现场演

示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并随机抽查员工

对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的掌握

情况。“要让每位员工都具备扑

救初起火灾和组织人员疏散逃

生的能力。”检查人员强调。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立即

整改的要求当场整改，不能立

即整改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

书，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对场

所的消防安全状况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雍阔娱乐场所负责人

表示，“消防部门指出的问题都

很专业，我们一定按要求整改

到位，同时加强员工的消防安

全培训，确保场所安全运营。”

同时，为保障县域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市场秩序安全

稳定，白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开展了县域药械化质量安

全检查，确保营造诚信守法、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本次检查结合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治工作及药品安全“清源”行

动，旨在消除药品、医疗器械

安全隐患。执法人员深入辖区

内药店、医疗机构、化妆品店

等重点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并

要求经营主体严格执行明码

标价制度，做到真实准确、货

签对位、标识醒目。严禁出现

价格串通、哄抬价格等扰乱市

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查看止痛镇痛类、含

麻制剂等药品的销售记录台

账；严查执业药师是否在岗，

药 品 购 进 渠 道 、进 货 查 验 记

录、索证索票、储存养护、使用

期限等环节是否严格按要求

落实到位，是否凭处方销售处

方药等。

此外，执法人员同步开展

普法宣传，向经营者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等法规，重点纠正

零售药店经营中存在的不规范

管理行为，指导经营场所合规

经营，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动态监管，消除风险隐患。进一

步增强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

推动药械化经营、使用单位规

范经营，确保不发生药械化安

全事故及药品流弊事件。

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规

范了白玉县娱乐场所的消防安

全管理，提升了药械化经营使

用单位的质量安全意识。下一

步，白玉县将持续加大安全监

管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

制，不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

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

为全县居民营造一个安全、稳

定、放心的生活环境。

彭措正玛 谢富贵

安全生产 刻不容缓

白玉县多部门联合行动排查隐患

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山洪泥石流多存在于山

区沟谷中，通常暴发突然、来

势凶猛。在山洪泥石流多发

季节，应该及时了解相关应

急避险与自救常识，并采取

一定的防范措施。

山洪泥石流的发生规律

1.季节性

泥 石 流 暴 发 受 连 续 降

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的

激发。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

秋季节，因集中降雨的时间

差异而有所不同，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

2.周期性

山洪泥石流活动周期与

暴雨、洪水的活动周期大体

相一致，当暴雨、洪水两者的

活动周期相叠加时，常常形

成山洪泥石流活动的一个高

潮。

面对山洪泥石流如何自救

1.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

跑，而应就近选择安全路线

沿着山坡垂直横向跑开，千

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山谷

出口往下游跑，尽快离开沟

道、河谷地带。

2.不应上树躲避，因山洪泥

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其流动中

可能剪断树木卷入泥石流。

3.不要往地势空旷，树木

生长稀疏的地方逃生，可以

就近选择树木生长密集的地

带逃生，密集的树木可以阻

挡山洪泥石流的前进。

4.不要停留在低平的弯

道凹侧，因为弯道处水位较

高。也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

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方。

5.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

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

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

地带逃生。

6.被围困于基础较牢固

的高岗、台地或坚固的住宅

楼房时，应耐心固守，等待救

援，或等待陡涨陡落的洪水

消退。

7.如措手不及，被洪水围

困于低洼处的溪岸、土坎或

木结构的住房里，可利用通

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

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

无通信条件的，可来回挥动

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

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

8.当发现高压线铁塔歪

斜、电线低垂或者折断时，要

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者接

近，防止触电。

本报综合

地质灾害防灾避险小常识

托底性帮扶 甘孜看

本报讯“现在，种植的新品种青

稞产量不断提升，我们收入增加了，钱

包鼓起来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我们

过得很幸福、很开心。感谢宜宾人民十

多年来的无私奉献，谢谢你们，扎西德

勒！”近日，我州新龙县博美乡农牧民

志玛的感激之辞，道出了宜宾新龙产

业帮扶的显著成效。

据介绍，自2010 年以来，宜宾市

始终高度重视省内对口帮扶工作，派

出援助新龙县工作队7批次、共计291

人，充分结合新龙县所需、宜宾市竭尽

所能，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先后投入帮

扶资金1.03亿元，规划实施产业帮扶

项目21个，有力促进了新龙县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其中，新龙县仁乃乡村振兴农旅

融合项目、宜新农业科技示范园等产

业，是宜宾新龙两地推进支柱性产业

帮扶项目。

“先后投入 1690 万元，规划实施

新龙县中藏医院光伏智慧能源管理系

统项目和学校光伏能源利用项目，打

造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利用试点示范。”

四川涅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

责人颜鑫介绍说。截至目前，新龙县中

藏医院光伏智慧能源管理系统项目累

计发电量约35万度，累计消纳电量约

22万度；2024年引进新龙县磐腾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产值 2100 万

元，新龙县规上企业破零，今年预计实

现产值2800万元。

同时，立足新龙县“一心两廊三核

多节点”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精品打造

生态旅游产业，银多红山 4A 级景区

创建通过省级初验；规划1500万元专

项资金，整治提升措卡生态示范区风

貌，持续擦亮“九天瑶池”金字招牌。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宜宾产业资

源优势，加大帮扶力度，务实推进产

业援新，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新龙

群众勤劳致富。”宜宾市第七批援新

工作队领队、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

许振健说。

传统农业向现代转型。集中建设

养殖、育肥、青储于一体的银多乡、拉

日马镇、友谊乡 3 个高原山地牧场，

“以销定产”扩建玉米种植基地 2400

亩，为州内牦牛养殖基地提供饲草

9600 吨 ，示 范 带 动 全 县 牲 畜 存 栏

13.27万头、出栏2.8万头。

常规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型。积极

融入甘孜州“有机之州”建设布局，携

手共建大盖、雄龙西、博美3个科技示

范园，构建“一心三带两基地”产业布

局，带动80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分别达

5万元以上，有机品牌效益稳步提升。

粗放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投入

资金760 万元，实施新龙县数字化农

业建设项目，120亩的产业园区规划6

个功能区和1个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中

心，形成“6 区 1 中心”的多元发展业

态，做到“一个平台管全县”。

未来，宜宾市将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不断提升新龙经济实力，

构建产业共同体，切实推动新龙奋力

追赶、跨越发展。同时，将深化宜新协

同发展，推动托底性帮扶工作走深走

实，持续推进新龙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许振健

1.03亿资金 21个项目

宜宾产业帮扶激活新龙发展动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近日，笔者来到乡城县正斗乡，

32岁的泽仁曲批正在位于海拔3900

米的藏香猪养殖基地里忙碌。这位毕

业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的“90 后”藏

族小伙，以六年的光阴，将传统散养藏

香猪养殖蜕变为年产值超 80 万元的

特色产业，引领乡城县正斗乡 162 户

村民踏上增收之路，目前户均年增收

达3500元以上。

走进乡城县正斗乡藏香猪养殖基

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群群藏香猪在高

原草场上自由奔跑。基地里皮肤黝黑、

忙碌不停的年轻藏族小伙就是泽仁曲

批，他正忙着和工人们一起检查猪舍，

准备饲料。

六年前，泽仁曲批夫妇凭借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捕捉到藏香猪养殖的

无限商机，毅然决然放弃繁华喧嚣的

都市生活，回归家乡。在八公里外的无

人区，夫妻俩运砖砌墙、引水架线，既

当饲养员又当搬运工，开启了藏香猪

养殖产业。

然而，当泽仁曲批夫妇准备大展

拳脚之时，却突遇非洲猪瘟进入中国。

由于缺乏养殖经验和养殖方法，180

多头猪相继死去。泽仁曲批觉得老天

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看着猪肉价

格保持在高位，猪场刚走上正轨，自己

就快翻身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栽了

跟头。看着曾经活蹦乱跳的猪被大家

拖的拖，抬的抬，运出圈舍，泽仁曲批

心如刀绞。

经过初次养殖所遇到的困难后，

泽仁曲批及时总结经验，经过短暂的

调整后，夫妻俩开始奔走于“头雁计

划”“青马工程”等培训课堂，将大学专

业优势与养殖实践结合，建立隔离观

察、生态散养、科学防疫体系。

多年的摸爬滚打，泽仁曲批遇到

的困难数不胜数，除了他的坚持不懈

外，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也是他做大

做强的关键。每当遇到养殖难题时，他

总会向县里专家进行技术咨询，积极

投身农业技术培训，学习并践行先进

养殖技术与管理方法，以科学之手提

升藏香猪品质。

如今，泽仁曲批的合作社已成为

正斗乡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他的名

字在乡间传颂，荣誉加身，却从未忘记

初心。他计划进一步扩张合作社规模，

引入科技力量，提升养殖效率，同时借

助电商平台，将正斗藏香猪推向全国，

让这份高原美味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泽仁曲批，这位雪域高原上的追

梦人，以藏香猪为笔，以乡村振兴为

纸，正用他的智慧与汗水，书写着新时

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绘就一幅幅乡

村振兴的壮丽图景。他的故事，如同高

原上的阳光，温暖而耀眼，照亮着更多

青年投身乡村、建设家园的道路。

“90后”小伙回乡当“猪倌”
引领162户乡亲走上增收路

◎县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 4000捆滞销藏香全部售

罄，销售额约达73000元。近日，理塘

县哈依乡世代相传的藏香从雪山走向

市场。

哈 依 藏 香 材 料 采 自 本 地 海 拔

3260 米以上的高山，由高原珍稀植

物药材和纯天然植物香料按传统比

例配制而成，冬季采集药材根部，夏

天采集花、叶子、茎干，遵循着原始藏

香的配方。

过去，哈依藏香的制作多以村级

小作坊为主，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销

路问题尤为突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大量产品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导致

藏香产业发展受限。

针对这些问题，哈依乡党委政

府积极行动起来，与理塘县经济信

息和商务合作局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后，决定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并与

理塘县山珍特色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签订藏香合作协议，推动综合业务

发展。同时，在包装上，相较于原先

的单一，如今具有藏族传统色彩与

现代设计元素、卡纸盒做抽拉设计

装线香，以及精美的长条形伴手礼

盒配手提袋等多种形式更受消费者

欢迎。

在销路上，联系当地网红达洼、娜

姆、普巴等本土自媒体创作达人借助

网红电商直播带货，通过线上线下多

渠道的拓展，解决了藏香的销路难题，

并达成长期深度合作共识，后续的林

业、农业产品销售渠道均可复制，助力

村民增收致富。

下一步，哈依乡将积极推动藏香

综合业务发展。一方面，持续提升藏香

品质，规范原材料采集，保证藏香原材

料的质量和供应。另一方面，进一步拓

展市场，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

品牌宣传，线上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

平台、直播等方式展示藏香制作过程、

文化故事和产品功效，吸引消费者关

注。同时线下参加各类文化展会、旅游

推介会、农产品展销会等，提高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将这一传统的非遗文

化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村

民受益于藏香产业。

次乃拉姆 叶强平 文/图

理塘县哈依藏香从雪山走向市场

↑图为当地网红展示藏香。

←图为当地网红推销藏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