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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一场聚焦酿酒葡

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海拔酿酒葡

萄省力高效栽培技术专题农艺班在

乡城县开班。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

系、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刘伟以

“理论+现场教学”双轮驱动模式，面

向县乡两级农技人员开展系统培训。

“乡城的高海拔环境为酿酒葡萄

种植提供了独特的气候优势，但也面临

着劳动力成本高、管理难度大等挑战。

此次培训推广的省力高效栽培技术，就

是希望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在保证葡

萄品质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更

希望能与当地农技人员共同探索出一

套适合乡城本土的栽培模式，让技术真

正落地生根，助力产业发展。“ 谈起培

训的初衷，刘伟感慨地说。

在理论课堂上，刘伟紧扣酿酒

葡萄生长特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讲解。授课过程中，他借助大量高清

图文资料、实地拍摄视频及典型案

例，通过正误管理操作对比，抽丝剥

茧剖析各环节技术要点，帮助农技

人员构建起完整的酿酒葡萄全周期

管理知识体系。

除理论学习外，课堂还“走进”

青德镇巴吾村的葡萄园，对参训人

员进行了现场指导演示。

“这种‘理论+实操’的教学方

式很实用！以前很多不会的，通过老

师的讲解和到田间边学边实践就会

了。”县农技站农技员次仁多登表示

收获满满。

据了解，此次农艺班是系列培

训的开端。后续，乡城县农牧局将紧

扣葡萄生长周期，持续邀请科研院

所专家开展进阶课程，通过“理论学

习＋田间实训＋跟踪指导”的闭环

培养模式，全方位提升农技队伍的

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为乡城县酿

酒葡萄产业迈向标准化、科学化、智

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小葡

萄”串出致富“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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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开展农艺培训

培育葡萄产业“技术先锋”

本报讯 近年来，人行甘孜州分

行通过构建“生态共建—产品创新—

服务下沉”三位一体金融服务体系，成

功推动建成12个省级旅游示范村，助

力海螺沟景区震后游客接待量恢复至

震前水平，书写了金融支持民族地区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优化机制建设，构建文旅金融

生态圈。该分行以泸定县“灾后重

建+文旅共建”为契机，开展金融赋

能“文旅振兴”专项活动，针对磨西

古镇、海螺沟景区等重点区域，构建

民宿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推广“民宿

联盟”融资模式，引导信贷资源倾

斜，培育区域民宿品牌矩阵，形成

“龙头带动、中小协同”的产业集群

生态，加速全州文旅产业复苏进程。

截至 4 月末，全州涉旅贷款余额

88.38亿元，较年初净增1.78亿元。

彝族青年神剑是海螺沟的“创业先

锋”，深耕民宿行业多年。在经过多

方考察后，他毅然租下海螺沟 4 栋

民宅及 3 亩院落，聚力打造地标性

民宿。该分行指导泸定农行迅速组

建专班对接需求，发放了 250 万元

纯信用贷款。如今，神剑的酒店已焕

新落成。“我们要打造磨西古镇的新

地标！”神剑信心十足地说。

实施多元增信，破解融资“最后

一公里”。该分行指导金融机构建立

民宿经济分层管理体系，全面疏通融

资堵点。联动担保机构建立风险共担

机制，重点推广应收账款质押、自建

房质押等新型担保方式，激活“轻资

产”主体活力。针对民宿行业季节性

经营特点，指导金融机构优化贷款期

限与还款节奏，推出“随借随还”“按

经营周期分段还款”等灵活方案，实

现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适配。“邮储

银行的贷款资金如同及时雨，我们不

仅完成了客房智能改造，还增设了藏

式文化体验区。现在酒店已成为携程

网‘必住榜’推荐民宿。”康定市民宿

老板杨先生感激地说。在该分行指导

下，邮储银行甘孜州分行创新通过

“自建房抵押+保证担保”融资方式，

为其办理贷款120万元。

升级服务体系，跑出金融支持

民宿升级加速度。该分行指导金融

机构组建“驻点服务小分队”对重点

区域开展网格化对接，逐户摸排融

资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

案等方式，筛选具备经营基础、创新

潜力及灾后韧性的优质客户，重点

支持特色项目与创业人才。指导金

融机构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财

金互动政策，灵活设计还款周期，充

分适配文旅行业季节性现金流特

点，切实减轻融资负担。

谢婧雪

人行甘孜州分行“三位一体”服务体系

为高原民宿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辉煌75载 续写新传奇

科技赋能：让历史场景从
“平面”走向“立体”

走进飞夺泸定桥主题全感沉浸

式元宇宙项目场馆内，记者在NPC的

带领下，穿戴好装备，全程体验当年红

军一昼夜行走240里，又匍匐100多

米长的铁索，飞夺泸定桥的过程。

北京有勤视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周涛介绍，除了采用“前沿互动

技术”增进体验感，项目还设置了真人

NPC，实景道具等，通过“虚实结合”的

方式，带给观众“绝对沉浸式”体验。

据了解，飞夺泸定桥主题全感

沉浸式元宇宙项目总投资 5000 万

元，总建筑面积 1000 余平方米，将

建设全感互动体验区空间、文创区、

休闲及咖啡区三大功能区，全馆年

设计接待能力达50万人次。

和普通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不

同，飞夺泸定桥主题全感沉浸式元

宇宙项目采用了视觉、听觉、触觉、

运动感知及环境模拟等技术，构建

多维度沉浸体验。

这一创新形式让红色教育突破

时空限制。

“此次飞夺泸定桥主题沉浸式

体验项目的建成，将推动红色教育

从‘单向灌输’向‘沉浸参与’转型，

这既是对革命历史的致敬，也是一

次红色文旅发展的探索。项目落地

后，将为文化传承、产业升级与技术

创新提供可借鉴的范式 。”泸定县

文旅局副局长钱静说道。

文旅破圈：从“到此一游”
到“深度共鸣”

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

设启动以来，甘孜州整合长征沿线

15个县（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深度

塑造“飞夺泸定桥、甘孜大会师、藏

乡军民情”三大长征主题核心品牌。

作为核心区域的泸定县，已布

局形成“一园一带三区”的总体空间

结构，“一园”即飞夺泸定桥核心展

示园；“一带”即中央红军涉藏地区

最红记忆展示带；“三区”即北部“泸

桥记忆”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中部

“化林岁月”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南部“磨西故事”文旅融合发展区。

“舞台剧《飞夺泸定桥》以红军

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战役为背景，

以一个红军小号手的视角，生动讲

述了红四团昼夜奔袭 240 里，22 名

突击队员在枪林弹雨中踩着 13 根

铁索成功夺下泸定桥的故事。”剧目

出品人、泸定县红飘带文化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尹航表示。

“每块木板都是历史的质地。”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工作人

员向游客展示一块包浆木板，“这是

当年老百姓为支援红军卸下的房

门，是精神的传递。”

这种共鸣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文化认同。

数据显示，2024 年泸定县（不

含海螺沟）接待游客568.02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61.51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9.61%、9.28%。更令人欣喜的

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红色文化

的“传播者”。

“以往，我们的红色旅游形式比

较单一，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不是

特别强。”钱静表示，近年来，泸定县

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泸定段建设为

契机，建成了飞夺泸定桥核心展示

园、“古道红村”化林村、“红色古寨”

岚安乡等系列点位，让每个走近泸

定的人，都能在共鸣中找到属于自

己的“长征路”。

泸定县文旅融合新范式

激活红色基因传承密码
◎宁蕖 张莹 洛绒尼玛

5月29日，正值红军飞夺泸定

桥胜利90周年，飞夺泸定桥主题全

感沉浸式元宇宙项目正式进入试运

营阶段。

泸定县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途

经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除了泸

定桥，这里还有红军飞夺泸定桥纪

念馆、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多个红色

景点，它们共同构成了泸定县独特

的红色旅游品牌。

近年来，泸定县立足“建设国内

一流沉浸式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总体

定位，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奋力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

样板典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讯 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

穿梭在钢架与建材间，机器的轰鸣

声与施工指挥的哨声交织…… 初

夏的白玉昌台，风里仍裹挟着一丝

高原的凛冽，而昌台牦牛良繁体系

科研中心项目建设的施工现场却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据了解，白玉县昌台牦牛系谱

建设科研（科普）中心项目在中海油

的大力支持下，总投资 1000 万元，

致力于打造集科研、科普、展销、推

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该项

目已完成工程量的60%左右，预计7

月竣工，它的建成将为白玉县昌台

牦牛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为促进当地农牧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昌台牦牛是白玉县的特色优良

畜种，在当地畜牧业发展中占据着

核心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昌台牦牛

产业面临着品牌影响力不足、科普

宣传薄弱、产品销售渠道有限等问

题。白玉县昌台牦牛系谱建设科研

（科普）中心项目应运而生，旨在通

过科学规划与创新发展，破解产业

发展瓶颈。

自今年 2 月 28 日进场施工以

来，白玉县昌台牦牛系谱建设科研

（科普）中心项目的建设工作有条

不紊推进。项目施工团队克服高原

地区气候多变、施工条件艰苦等困

难，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和进度要

求，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项

目的顺利实施，不仅体现了当地政

府对特色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也

彰显了中海油助力乡村振兴的社

会责任与担当。

据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工作

人员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产生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经

济效益方面，通过提升昌台牦牛的

品牌价值和产品附加值，拓展销售

渠道，预计将带动当地牦牛养殖、

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直接

和间接增加农牧民收入。在社会效

益方面，项目将为当地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促进农牧民就近就业；

同时，通过科普教育和技术推广，

提高农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

乡村人才振兴；此外，项目还有助

于保护和传承牦牛文化，促进当地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郎呷 彭措正玛

为牦牛产业注入“新动能”
白玉县昌台牦牛系谱建设科研（科普）中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中心项目建设效果图。

在山区旅游，如何保障安全？

去山区旅游前，应提前了解目

的地天气状况，尽量避免在出现强

降水、大风等恶劣天气时出行。

一般来说，在山区游玩，体力消

耗相对较大，要备好饮用水和食物，

同时还应配备相应药物，以应对可

能发生的中暑等情况。

在山区旅游时若突遇强对流天

气，或雷击、山洪等灾害，怎么办？

首先，应避免到存在安全风险或

未开发的区域游玩。遇到恶劣天气时，

应中止原有的出游计划，听从相关工

作人员的引导，前往安全场所。遇到较

强降水时，最好不要攀登山体；遇到雷

电天气时，要关闭手机，迅速离开高处

或空旷地带，切勿在大树附近停留，其

间不要打伞，应穿好雨衣避雨，并尽快

到安全的室内或其他场所躲避。

前往山区时，应尽量避免在未

开发区域的溪流、河道附近逗留。当

发现水流出现异常变化，如水量突

然开始加大、变混浊，或听到异常声

响，应迅速向两侧高处转移。

在山区旅游时，还需防范潜在危

险。游玩时要遵守景区的规定和安全

准则，不随意离开指定路线；在复杂

地形中行进时，要集中注意力；观景

拍照时，要停下脚步，注意周围环境；

此外，不要随意攀折植物，更不要随

意采摘品尝，以防过敏或中毒。

本报综合

山区旅游防汛避险小常识

图为培训现场。

本报讯 近年来，我州紧扣《“天

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立足高原农业

特色与资源禀赋优势，以系统化思

维推进青稞“千亩高产示范片”建

设，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

协同推进的高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路径。

优选优育当家品种。结合高原独

特气候与土壤特性，以产能提升为核

心目标，构建“科研单位+示范基地”

协同创新机制，联合中国农科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等

4家科研单位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

成功筛选“康青6号至12号”“青糯1

号”等10个抗逆性强、产量稳定、品

质优良的青稞品种，为高海拔地区粮

食生产提供核心种源保障。

科学布局汇聚效能。遵循“集中

连片、资源集约”原则，在甘孜、炉霍

等 6 个光热条件充足、灌溉设施完

善的区域，规划建设10个千亩青稞

高产示范片，同步配套34个百亩高

产及超高产粮食攻关片。先后投入

绿色高产高效项目资金和“高原粮

仓”项目资金 1527 万元，全力支持

高产示范片建设，同步带动适度规

模种粮大户 3509 户，种植面积达

16.8万余亩。

全链服务提升质效。建立“州县

乡村”四级联动体系，组建623人的

科技服务团开展“一对一”蹲点指导，

投入农业机械5000余台（套），耕整

地、播种环节机械化率达63%，储备

有机肥 3.26 万吨。创新“植保无人

机+物联网监测”智慧防控模式，落

实田间智能监测，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57%以上，统防统治覆盖率超60%。

示范引领提质见效。2024 年，

青稞千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11公

斤，较全州平均产量高7.7%，其中，

超高产攻关片亩产突破 308.35 公

斤。今年，已建成千亩高产示范片1

万亩、百亩高产及超高产攻关片

3400亩，预计高产片平均亩产较本

县平均水平高 10%以上，带动全州

粮食亩均产量提升3—5公斤。

任洋

我州深耕青稞“千亩高产示范片”

施工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