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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应对汛期

道路突发事件的能力，强化部门间

协同合作，近日，白玉县多部门在

G215 线 K2328 处开展了一场紧张

有序的汛期道路应急演练。此次演

练模拟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山体

滑坡等突发状况，检验各部门协同

作战和应急处置水平。

在模拟强降雨引发垮方阻断道

路的演练中，监测预警组密切关注

雨情，第一时间发现道路积水和山

体滑坡隐患后，迅速向指挥中心报

告。接到险情报告后，公路分局立即

响应，即刻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各方

力量奔赴现场。整个演练过程涵盖

交通管制、人员救援、道路抢通等多

个关键环节，各部门紧密配合，有序

推进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演练以实

战为导向，全面检验各方应急响应

与处置水平。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演练组织

有序、流程顺畅，达到了预期目的，

同时也指出演练中存在的个别环节

衔接不够紧密、信息传递不够及时

等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通过此次应急演练，有效检验了

白玉县各部门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提升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

配合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应对汛

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道路突发情况积

累了宝贵经验。未来，各部门将继续

加强沟通协作，完善应急预案，强化

应急培训和演练，不断提高应急管理

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梁露

白玉县开展汛期道路应急演练
提升防灾减灾应急处置能力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清晨五点半，理塘的天空还未

完全苏醒，四朗志玛已开始接收当

日新鲜牦牛奶；七点整，环卫阿妈们

便能喝上她准备的免费热茶……这

样平凡又忙碌的日子，构成了她创

业故事的日常篇章。

初入社会，四朗志玛拿着3000

元的月薪，在旅游旺季独自扛起打

工咖啡店14小时超长营业，单日服

务超 200 位游客。高强度的工作没

有让她退缩，反而让她在一次次疲

惫中坚定了创业决心：“只要有决心

和勇气，就有资格推开属于自己的

店门！”

2023 年，四朗志玛踏上创业

之路。20 平方米的藏式小铺面，

是她梦想的起点。她推出 10 元青

稞奶茶作为“引流神器”，杯贴上

醒目的“理塘打卡”，吸引众多游

客拍照分享，小红书打卡率高达

83%。主力咖啡 16 元的定价，成

为游客口中的“景区清流”，4 个

月就实现回本。然而，创业之路并

非一帆风顺。2024 年，理塘咖啡

店数量激增 50%，竞争愈发激烈。

四朗志玛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主

动出击。她前往成都学习烘焙，为

店铺新增酥油牛角包、青稞碱水

球 等 特 色 产 品 ；推 出“ 咖 啡 + 面

包 ”早 餐 套 餐 、“dirty 配 糌 粑 曲

奇”下午茶组合；坚持用每日现挤

配送、精心处理三次的牦牛奶制

作咖啡，用这份诚意筑起差异化

竞争的坚固壁垒。

如今，四朗志玛不仅实现了自

己的创业梦想，还带动 5 名青年就

业，其中3名为女性，月消耗本地牦

牛奶达 1.8 吨。她的店铺也成为当

地的“文化窗口”，杯套上的仓央嘉

措藏汉诗句、面包纸袋上手绘的仁

康古街地图，都在传递着家乡的独

特魅力。同时，她开放后厨，培训 8

名本地青年学习烘焙技能，将创业

经验倾囊相授。

从打工妹到咖啡店老板，四朗

志玛用一杯杯充满诚意的咖啡，书

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传奇。“在逐梦

路上，只要敢于吃苦、勇于创新、善

于坚持，就能在平凡中创造非凡！”

四朗志玛如是说。

理塘姑娘四朗志玛
在咖啡香里实现“创业梦”

◎县融媒中心

初夏，泸定县德威镇半高山

上的村民覃正勋的果园里，绿意

盎然、生机勃勃，红宝石般的车厘

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

的果香。

74 岁的覃正勋正忙碌地穿梭

在果园里，热情地迎接一拨又一拨

前来采摘车厘子的客人。这些客人

中，既有慕名而来的当地村民，也

有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

游客。

高海拔地区种车厘子，在当

地尚属新鲜事。覃正勋回忆道，多

年前他在汉源县看到大片的车厘

子果园时，便萌生了在家乡种植

的念头。于是，他和老伴走访了多

个种植基地，深入了解车厘子种

植的技术与经验，为攻克高海拔

昼夜温差大、土壤偏酸等难题，他

们尝试嫁接抗寒品种，从最初的

摸索尝试，到不断地学习改进，始

终没有放弃。凭借着这份执着与

努力，如今他们种植的 3 亩多车厘

子迎来了丰收，在丰产期，每亩收

益可达 3 至 4 万元，成为了当地颇

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种植户。“明年

我们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覃正勋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覃正勋家

的车厘子凭借优良品质和绝佳口

感，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不

少邻近的村民也会到覃正勋的果

园里购买。一位前来采购的村民

笑着说：“他家的车厘子口感好、

品质佳，每年成熟的时候我都会

来采购一些，自己吃或者送给亲

朋好友。”

每到周末，泸定县城许多市民

也会驱车专程前往果园体验采摘

车厘子的乐趣。孩子们一进果园，

便被眼前红彤彤的车厘子所吸引，

他们穿梭在果树之间，踮起脚尖，

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车厘子采摘

下来，放入篮中，果园里欢声笑语

不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幸福。

“带孩子来体验采摘特别有意义，

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学习农业知

识。”已是第三次来这里采摘的杨

先生高兴地说。

覃正勋的车厘子种植园不仅为

他和老伴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更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

经验，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乡村产业

的发展中，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农

旅融合，培育更多特色农业品牌，让

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该镇党委

主要负责人如是说。

泸定县村民覃正勋
种植车厘子走上致富路

◎泸定县融媒中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6 月，海拔 2249 米的丹巴县革

什扎镇吉汝村，130余亩大马士革玫

瑰竞相绽放。这片飘香的花海，不仅

是村民们的“致富密码”，更成为高

原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11 年前，在外务工的张显军凭

借敏锐眼光和果敢行动选择回村创

业。在海拔 2249 米的吉汝村，他带

领全村 52 户村民开启了一场乡村

振兴的“玫瑰之旅”。在张显军这位

当地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下，吉汝村

逐步探索出一条“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玫瑰种

植产业一步步升级为融合加工、文

旅于一体的“美丽经济”。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山谷，

吉汝村的玫瑰园里已是一片繁忙景

象。村民们要赶在太阳照射到玫瑰

花瓣之前完成采摘。这些带着高原

特有清香的玫瑰，2小时后就会出现

在县里的加工车间。经过筛选、烘

烤、提纯，这些单薄的玫瑰花瓣就将

变身价比黄金的玫瑰精油，每公斤

售价高达10万元。

吉汝村在发展玫瑰种植产业的

过程中，还探索出“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公司向农

户提供低价的种苗，同时免费派驻

技术人员定期到田指导玫瑰管理

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村民们

从最初的不懂修剪变成了现在的

“土专家”，玫瑰花的亩产也实现阶

梯式跨越，从500公斤到1000公斤

再到展望1500公斤。革什扎镇吉汝

村花多多合作社负责人张显军介

绍，每天清晨，合作社便开启忙碌

模式，将农户采摘的鲜花收来，一

部分制成干花，一部分进行玫瑰精

油粗加工处理，随后发给外部公司

进一步精加工。“今年，吉汝村玫瑰

产业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达 4 万公

斤左右，鲜花产值预计在60多万元

到接近70万元，这无疑是产值较高

的一年。”

在吉汝村，玫瑰产业已然成为

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不仅让村民

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更带动相关

产业协同发展。吉汝村从玫瑰单一

种植起步，逐步迈向多元经营的新

征程，生动诠释了特色农业的发展

真谛——找准特色赛道仅是开端，

唯有在品质打磨、品牌塑造、产业融

合上深耕细作，方能让“美丽资源”

真正蜕变为“美丽经济”。

“当前玫瑰精油市场需求旺盛，

县里有专门的加工企业，产品一直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与此同时，邻

村大桑村已启动旅游景区打造工

作，在此契机下，吉汝村也计划借助

文旅融合之力，推动玫瑰产业的华

丽升级。”革什扎镇吉汝村包村干部

张宗桥说，将打造花田观光、主题民

宿等特色体验场景，让游客既能领

略高原自然之美，又能亲身参与玫

瑰产品制作，这种沉浸式消费模式

有助于提升产业附加值。

借“美丽经济”奏响高原“致富曲”
◎朱虹 李春宏 文/图

村民正在分拣玫瑰花瓣。

近日，来自道孚县的百余名干部

群众跨越山海，深入浙江杭州、金华、

嘉兴、绍兴、义乌等多地，参加2025年

浙江省婺城区-四川省道孚县两地重

点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本次活动

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政策学

习、基层治理、科技应用与红色教育等

核心内容开展学习交流，旨在通过深

度交流学习，促进理念更新、能力提

升，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道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场《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创新与

机制创新》的理论课，从乡村产业发展

背景入题，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如何创

新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如何创新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以及如何创新推进乡村

基层治理和建设等，以有效拓宽农牧

民增收渠道，提高农牧民收入。

在接下来的现场教学中，学员们

深入浙江各地“振兴样板”。

在杭州萧山区戴村镇佛山村，智

能技术驱动乡村治理和党建引领集体

经济发展的模式引发思考。道孚县八

美镇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刘军军感慨

道：“在我们八美镇沙江村，数字赋能

乡村治理已初见成效，今天学习了佛

山村的智能驱动乡村治理以后，我们

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回去以后，我们

将学以致用，把数字沙江做得更好。”

在金华市婺城区方下店村，利用

桥下空间建设标准门球场，打造“网红

打卡地”，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的

做法引得大家纷纷点赞。大家围绕如

何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打通产销链条

展开了热烈探讨。

在金华市婺城区下张家村，这个

依靠“党建+协会”模式、以茶花产业为

核心实现华丽蝶变的“亿元村”，让在

场百余名干部群众深受触动。

在绍兴诸暨市枫桥镇，学习“枫桥

经验”的基层治理智慧是核心课题。道

孚县委统战部藏胞办主任拥错认真观

摩社会治理中心和枫源村的实践，细

致记录经验要点，思考如何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的理念融入高原地区的治

理实践。

在杭州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其文

化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吸引大家

驻足。学员们积极参与畲族文化体验，

对如何活化利用道孚丰富的民族文化

资源、发展文旅融合产业有了更清晰

的想法：“文化是根，特色是魂，回去后

我们要在挖掘和展示本土文化魅力上

多下功夫。”

义乌市李祖村则生动诠释了“千

万工程”引领下的乡村巨变，其产业升

级与文化发展的路径为此行的道孚致

富带头人们指明了方向。道孚县色卡

乡建巴村致富带头人桑吉表示：“李祖

村的经验告诉我们，找准定位、提升品

质、拓展渠道是关键，这坚定了我们发

展高原特色产业的信心。”

在金华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庞

大的市场体系、精细化的管理和国

际化视野，更是让学员们，特别是那

些有志于商贸流通的致富带头人，

开阔了眼界，直言“看到了差距，也

学到了方法”。

如何让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是此

行学习的重要一环。在浙江文三数字

生活街区“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前沿

科技应用引发了学员们对高原发展

的无限遐想。面对能执行高危任务的

“绝影 X30”机器狗，道孚县木茹乡副

乡长、人武部长李江联想到家乡环

境：“高原工程风险高，这种技术若能

应用，将极大保障施工安全。”对于通

过虚拟空间训练的智能机器人，道孚

县沙冲乡党委副书记降初丹增提出

了具体需求：“那可不可以训练一款

机 器 人 来 给 我 们 实 现 智 慧 化 放 牧

呢？”他表示，道孚县有很多村海拔都

比较高，老百姓基本靠养牦牛为生，

冬天气温低常常有冰雪路，安全隐患

很大，如果能运用上这些高科技新技

术的话，那可就大大方便了老百姓的

放牧了。

在强脑科技展馆内，强脑科技的

“意念控制”智能仿真手引起了大家

浓厚兴趣。据工作人员介绍，在人的

皮肤下面，其实有很多神经，这个神

经是通过脊椎和大脑相连的，如果人

的大脑产生了什么想法，这个信号会

传到神经里面，设备就会捕捉到这个

信号，通过设备的传感器去解析控制

仿真手发出相应的动作，说通俗一

点，就是用户怎么想它就怎么做。这

让道孚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

任徐康深有触动：“这技术若用于高

原残疾人康复，意义非凡！回道孚以

后，我们将积极向县里汇报这次的学

习感悟，充分借助高科技的力量，让

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也能感受到智慧

医疗带来的便捷！”

行程在红色洗礼中升华。学员们

瞻仰嘉兴南湖红船，重温建党初心，深

刻感悟“红船精神”的时代内涵。在杭

州临平区新宇村，其盘活闲置资源、激

活红色基因、培育“新农人”矩阵的振

兴实践，提供了又一个可资借鉴的鲜

活案例。

考察结束前，组织召开了交流座

谈会、分组讨论会。会上，来自不同群

体的代表——致富带头人、妇女代表、

村“两委”干部、统战政法系统干部等

结合此行的所见所学，聚焦“问道浙江

取‘真经’山海协作赋新能”主题展开

热烈讨论。思想的碰撞，经验的梳理，

为如何将“浙江经验”与高原实际相结

合、探索符合道孚特色的发展路径凝

聚了共识。

问道浙江取“真经”
山海协作赋新能

◎七美泽吉 文/图

浙川一家亲 共铸山海情

强脑科技的“智能仿真手”引发大家讨论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