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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9日，甘孜州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专科联盟授牌仪式

在康定举行。州政府副州长何小平、四

川省妇幼保健院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活动。

何小平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

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

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大妇幼、

大健康"理念，全州妇幼健康事业取得

长足发展。此次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建

立专科联盟，搭建起了双方交流互动的

平台，为破解我州妇幼健康服务瓶颈、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是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全州

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作为全省妇

幼健康领域的标杆单位，长期以来在

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甘孜

州大力支持。此次联盟成立后，将通

过技术帮扶、远程医疗等方式，让甘

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

质医疗服务。

活动现场，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向

甘孜州妇计中心正式授牌。据悉，甘孜

州妇计中心近年来发展迅速，先后通

过“二甲”复审、创建产前筛查机构，

2024 年医疗收入和门诊量分别增长

50%和30%。

仪式结束后，来自省妇幼保健院的

数十位专家开展了义诊活动，为当地群

众提供专业诊疗服务。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基金会、四川省医药爱心基金会等公益

组织代表参加了活动。

全媒体记者 王凤 黄微

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专科联盟授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从“生面孔”到“自家人”，办

事先沾“一身土”

身份悄然转换，从医院病床旁的

藏医到高原牧村的第一书记，环境迥

异，其心却一。昔日面对的是个体病

痛，今日面对的是高原牧民对好日子

的深切凝望。

每天，邓登一西都习惯在村里转

上一圈，走进各家小院，跟乡亲们拉

拉家常——“谢洛叔，今天血压稳不

稳，身体咋样？”“卓玛姐，新下的牛崽

长壮没有？”

简单的问候，是和村民们之间最

自然的交流方式。日子久了，这些朴

实的对话就像一根线，将他和这片土

地紧紧连在一起。

在驻村首日，邓登一西在走访老

党员左洛家时，左洛说：“党的政策

好，乡村振兴工作是一项民生大事，

希望你们能够把工作落到实处，多到

村里走走。”这沉甸甸的愿望，瞬间让

邓登一西明白了群众对乡村振兴的

渴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邓登一西

深入到全村 82 户常住户和 8 户搬迁

户的家中，20多篇的笔记里，细密记

下了娃娃上学的愁、老人看病的难、

村民发展产业缺资金技术的盼。这些

高原上最真实的脉搏，成为破解乡村

发展难题的“行动指南”。

从“自家人”到“贴心人”，时

刻把群众的事装心里

当“自家人”的温暖在牧民心中

沉淀，邓登一西成为村民的“贴心

人”。村民秋得家的牦牛突发急症，深

夜的敲门声如鼓点敲打心弦。凭着从

医的经验，邓登一西初步判断出牦牛

的病情，又连夜联系县兽医站进行视

频会诊。当朝阳染红天际，牦牛终于

转危为安，秋得紧握邓登一西的手，

那布满风霜的手掌传递的无声感激，

让邓登一西心头滚烫。

深谙“贴心”的根基在于解忧，邓

登一西将日记中沉甸甸的“盼”字挑

出来，置于工作案头。娃娃上学路远

难行，他便多方奔走，争取车辆，让崎

岖山路不再阻断书声琅琅。老人看病

不便，他就协调卫生所定期巡诊，让

健康守护翻山越岭抵达毡房。当这

些”柴米油盐“的难题被逐个击破，乡

亲们的笑意，如格桑花般在高原的朔

风里悄然舒展，无声诉说着信任的深

度。

从“贴心人”到“领路人”，带

领乡亲们开辟致富路

邓登一西深知，”贴心“之后，更

需成为劈开前路的“领路人”。乡亲们

渴望致富，可资金、技术如高原稀薄

的氧气令人窒息。一次走访中，邓登

一西了解到村里有许多莨菪、大黄等

野生中草药，却没有村民云采挖出

售。村民当秋说：“这些中草药挖出来

有啥用？卖给谁？还不是白白糟蹋了

力气？”面对疑虑，邓登一西和村干部

经过了多少次争论和商讨，终于为村

里寻找一条致富新路。

在邓登一西和村干部们的动员

下，村民们背起箩筐，走进了雾气弥

漫的山林，开始采按挖中草药。当一

株株带着泥土芬芳的草药，被被一双

双结着老茧的手轻轻捧起，当村里渐

渐堆起越来越多分门别类、晒干整理

的药材时，邓登一西看到的是沉甸甸

的期盼。

在推销的路上，邓登一西一次次

跑县城，跑州里，常常在车上啃着干

粮，把风霜嚼进肚里，和收购商讨价

还价磨破了嘴皮，终于当最后一批药

材装车时，望着卡车缓缓驶远，心里

那块石头才落了地，大山里沉寂多年

的珍宝，换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驻村一年，从初来乍到时的“生

面孔”，到融入血脉的“自家人”，再到

风雨同担的“贴心人”，直至今天共同

追寻富裕的“领路人”。每一次身份的

蜕变，都深扎于这片土地的渴望。

邓登一西：脚沾“泥土气”的“乡村领路人”
◎尼公

2023年，是邓登一西人生中

不平凡的一年。当组织号召驻村

干部轮换时，邓登一西毅然奔赴

色达县康勒乡打西一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六月的打西一村，高原

的风裹着桑烟携着酥油香扑面而

来，吹拂着海拔3900米的村道。

仰望“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标

语，山风也送来了格桑花坚韧的

芬芳。那一刻，邓登一西心底的誓

愿被这高原的呼吸所唤醒：要让

牧民们的生活，如盛放的格桑花

一样绚烂。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发乡村旅游

的潜力，近日，白玉县阿察镇阿察村

对村内的集体经济帐篷村进行提升

改造，不仅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与村民

收入“双增收”，也为白玉县的乡村旅

游业带来新的活力。

走进阿察村，乡村民宿的升级改

造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全村人正忙

着搭建帐篷、场地填平等工作，现场

一派繁忙景象。

为充分挖掘本地优势，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阿察镇党委政府、阿察

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经过深入调

研、多方论证，决定对原有的帐篷村

进行提升改造，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通过搭建新的观景平台，完善停车

场、休闲步道等相关配套，配备齐全

帐篷内的生活设施，提升游客的住

宿体验。

阿察村集体经济帐篷村的发

展，是白玉县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

实践。近年来，该县发动群众对乡

村旅馆进行提档升级改造，提升旅

游服务保障能力，并鼓励县域景区

露营基地创新经营模式、丰富旅游

体验，进一步推动全县旅游产业发

展。

谢富贵

白玉县阿察镇阿察村提升改造帐篷村

为乡村旅游业注入活力

清晨，伴随着雪域高原的第一缕

阳光照射在大地上，乡城县边边哨村

的青稞田里沉甸甸的穗头泛着琥珀色

光泽，在晨风中掀起层层波浪。一台红

色联合收割机轰鸣着驶入田垄，刀片

闪过，青稞整齐倒下，金黄的籽粒如瀑

布般倾泻进运输车，现代机械与传统

农耕在此刻完美融合，展现着高效农

业的生动图景。

“以前收割小麦和青稞主要依赖传

统农具和人力，费时费力效率低。”村党

支部书记铁超介绍，“今年村集体经济

出资购买收割机后，集收割、脱粒和秸

秆粉碎于一体，一亩地只需一小时就能

收割完。既节省人工成本，又能让更多

劳动力外出务工或上山采挖虫草，切实

增加了村民收入。”

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投入 140.2

万元农机购置补贴，推动全县青稞机械

化率攀升至 70%。同时，曾困扰农户的

秸秆焚烧难题，如今化作优质青贮饲

料，形成“种植-养殖-生态”的绿色循

环。

杨玉婷 袁姣 文/图

乡城县：麦浪翻涌收割忙

托底性帮扶 甘孜看

近年来，我州以欠发达县域水

利发展托底性帮扶为核心目标，紧

扣“强基础、促发展、惠民生”主线，

通过厚植水利建设储备根基、推动

工程建设提质升效、激活水利人才

内生动力，筑牢全州水利高质量发

展底部基础，为实现区域水利均衡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筑牢水利“储备网”。积极争

取水利资金，做深做细储备项目

前期，截至目前，已落实各类水利

建设资金共计4.26亿元，完成色

达色柯水库、道孚八美协德水利

工程等 6 个重点项目的可研审

批。同时，以河流为单元，加快推

进大渡河、雅砻江等 9 条流域面

积 3000 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的可研阶段工作，为后

续水利工程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跑出工程“加速度”。以“续建

项目抓紧建设完工+新建项目加

力推动开工”的方式，抢抓水利建

设工期。目前，纳入全省《39个发

达县域水利高质量发展专项实施

方案》的50个项目中，已建成11

个、开工16个，累计完成投资5.23

亿元。同时，新建许曲得荣县太阳

谷镇下游段等 11 个防洪治理工

程，预计9月底前开工建设，进一

步提升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

激活人才“源动力”。聚焦水

利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人才短

缺的问题，组建“省技术工作专

班+州帮扶工作专班”的帮扶队伍

28人，以“现场蹲点指导+集中培

训实践”的方式，全面实施人才振

兴计划，截至目前，帮扶队伍分批

次深入12个县开展帮扶2轮次，

开展45人次水利业务集中培训1

轮次，以人才振兴推动水利发展，

深入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

甘孜州水利局

我州多维攻坚筑牢
欠发达县域水利发展根基

近年来，我州立足生态资源

禀赋，锚定绿色发展路径，以创新

驱动激活发展动能，多维度推动

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林旅

融合、产业升级、科技赋能三大方

向，全力构建生态经济全链条，走

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聚焦林旅融合，激活生态经

济“消费链”。我州成功申报省级

森林乡镇、森林人家、森林康养基

地59个，打造自然保护地生态旅

游品牌 28 个，举办雅江松茸节、

雅江松茸产业博览会、林下经济

论坛、泸定红樱桃采摘节暨乡村

旅游季等活动，“味觉+视觉+体

验”的生态林旅 IP 逐步形成，

2024 年接待生态旅游游客 450

万余人次，实现收入54亿元。

聚焦产业升级，夯实生态产

品“供给链”。我州以“园区示范+

专利赋能+品牌集群”模式，建成

林粮现代产业园区 1 个、示范基

地8个；深化特色资源转化攻坚，

完成变叶海棠等特色资源开发，

培育地标产品 8 个、有机食品 13

个、绿色食品 4 个；深耕“雪域俄

色”品牌，取得发明专利 7 项、转

化实用新型专利22项，有力推动

生态产品供给链向标准化、高端

化、产业化跃升。

聚焦科技赋能，保障生态价

值“转化链”。我州充分利用北斗

卫星、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建设

州县“数字林草”指挥中心26个，

建成野外监控视频 433 套，实现

森林面积、蓄积、覆盖率“十连

增”，林草产业总产值达58亿元；

实施科研项目17个，有效推动林

下产业技术升级与创新发展，林

下野生菌、中药材、山野菜及其他

林下产品产量达9111.7吨、产值

近20亿元。

州政府

我州“三聚焦”推动
生态经济“双链”协同发展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本报讯 随着主汛期临近，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理塘县甲

洼镇召开 2025 年防汛工作专题

部署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

势，全面动员部署全镇防汛备汛

工作。

会后，该镇党委负责人带领

负责防汛工作的同志对辖区内6

处重点山洪灾害点开展“地毯式”

隐患排查,重点核查灾害点周边

山体稳定性、警示标识完整性等

关键指标，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同

时，组织镇村干部及村民 100 余

人，对辖区内主河道、支流开展专

项清理行动。重点清理河道内堆

积的枯木杂草、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等 1.8 吨阻水物，确保河道行

洪畅通，全力应对雨季可能出现

的涨水阻塞风险。

为压实责任，构建防汛协同作

战链。该镇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原则，对5个行政村的防汛责

任进行重新细化分工。明确各村党

支部书记为防汛第一责任人，全面

负责本村防汛工作的组织协调；村

“两委”成员实行包片责任制，每人

负责 1—2 个村民小组的隐患排

查、预警发布、群众转移等工作；同

时，将党员、村民代表纳入防汛责

任体系，组建村级防汛应急小分

队，强化责任落实，形成上下联动、

协同高效的防汛工作格局。

贺银军 叶强平 文/图

理塘县甲洼镇
吹响防汛备汛“集结号”

图为村干部及村民对辖区内主河道、支流开展专项清理行动。

图为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青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