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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那又脏又臭的牛粪，现在

可是我们辽西乡的致富‘黑金’。”扎

西降成蹲在牛粪压块燃料装车台

前，看着满载的货车驶向城镇，脸上

满上笑意。在白玉县辽西乡，曾经被

随意丢弃在草原上的牛粪，如今成

了撬动牧区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

的“金钥匙”。

走进辽西乡达科村牛粪处理基

地，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工作

人员将堆积如山的牛粪用水打湿后

送入压块机，经过筛选、压缩，原本

松散的粪块瞬间变成规则的燃料

块。

“以前村民把牛粪晒干后当燃

料，不仅烟熏火燎的还不耐烧；现在

经过科学处理后压成块，又耐烧又

干净，供不应求。”技术员牛麦单真

一边调试设备一边介绍。

这场“变废为宝”的产业革命，

源于辽西乡党委政府破解牧区发展

难题的创新探索。作为传统牧业乡，

辽西乡存栏牦牛超3万头，每年产生

的大量牛粪处理起来十分麻烦。

2024年，达科村、昌麦村、辽西村三

个村集体抱团成立了辽西乡腾珠合

作联合社，共同申报实施牛粪压块

燃料项目。

“单靠一个村，资金、销路都难

解决，三个村拧成一股绳，才能把小

事办成大产业。”联合社负责人四郎

翁修说，为推动项目落地，乡党委政

府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和专项资金，

各村两委发动村民以劳动力、牛粪

收集等形式入股，实现共建共享。

村民牛麦单真说：“刚开始我们

觉得这牛粪没有啥用，后来成立了

联合社，还让我们入股，没想到牛

粪还能挣钱。合作联合社的成立，

不仅促进了我们三个村的团结和

发展，还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

就业。”

随着项目稳步推进，生态与经

济效益持续释放。目前，全乡 20%

的牛粪实现集中处理，基地吸纳 3

名牧民就业，人均年增收 1.5 万元。

预计今年的燃料块销售额将突破

20 万 元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长

500%。

“牛粪压块做成燃料只是联合

社发展第一步。”联合社工作人员

扎西拉姆指着正在扩建的仓储车

间说，联合社计划引入烘干、包装

一体化设备，开发便携式燃料包，

并探索“牛粪燃料+生物质锅炉”的

供热新模式。

辽西乡党委书记尼马江村介

绍，下一步，联合社将扩大项目覆盖

范围，完善“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效

益提成”利益联结机制，让每一名牧

民共享发展红利。

从“废弃物”到“抢手货”，从“单

打独斗”到“抱团发展”，辽西乡的实

践生动诠释了，只要解放思想、创新

思路，草原上的“边角料”也能变成

致富的“金疙瘩”。这堆“黑金”的蜕

变之路，正勾勒出新时代牧区振兴

的绿色新图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牛粪变“黑金”
“臭”产业变“香饽饽”

白玉县辽西乡集体经济“抱团”激活牧区振兴新动能
◎彭措正玛 谢富贵 文/图

九龙县乌拉溪镇，地处九龙县

县城东南 60 公里处，幅员面积 204

平方公里。乌拉溪是藏语音译而来，

意为背夫和官家的休息驿站，国道

248线穿境而过，因其独特地理位置

和农旅属性，休息驿站功能得以延

续，由此规划攀西大环线、川西环

线、精品越野路线、县内小环线4个

旅游路线，形成春赏花、夏品桃、秋

游玩、冬康养的自然人文一体特色

景观，构建“四季皆有果，月月皆可

摘；产业融合深，百姓共富裕”新格

局，农文旅融合的魅力绽放在这座

高原河谷小镇。

乌拉溪是一个地处山区较为偏

远的小镇，但这座称为沿途驿站的

小镇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气候宜

人、资源禀赋，农耕文化和客家文化

悠远流长。在美丽的乡愁中，激发乡

村发展活力，让乡村更美丽、村民生

活更美好，成为广大村民的愿望，更

是时代的要求。乌拉溪镇将农文旅

融合发展作为促进全面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作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

程”的重要举措，以“一轴两区三心”

思路，规划打造“古道田园居·桃园

乌拉溪”农文旅品牌小镇，讲好乌拉

溪故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文旅

融合产业，推动乌拉溪焕新彩、展新

貌、树新风。

曾经略显冷清的乌拉溪变得热

闹起来，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总有不

少游客停驻，听那遥远时光穿梭而

来的客家四句子山歌，赏古朴悠远

农耕文化，品玉米酒尝石墨豆花，亲

近自然，康养休闲，慢享生活。

乌拉溪镇紧扣川西生态避暑暖

冬度假胜地、乡村康养度假胜地、河

谷乡村田园果蔬采摘体验目的地等

旅游IP打造，成功创建乌拉溪镇河

坝村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19

年以来，乌拉溪镇作为九龙县乡村

振兴先行示范镇之一，集群众之智，

依托地理环境、交通优势，通过河坝

村至偏桥村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大力发展路沿经济、周末经济、假日

经济、夜间经济、庭院经济带动发

展。辖区内更是拥有丰富的自然景

观，如仙女湖，以其独特而神秘的风

光吸引众多游客争相探索。

农文旅融合生态休闲胜地。乌

拉溪立足区位优势，围绕草莓、桃

树、猕猴桃、葡萄等小杂水果种植，

发展康养旅游、田园采摘等产业，打

造浪漫桃园、农旅驿站、农业体验

区、千亩小杂水果示范带等一批农

文旅特色品牌。开展房屋换貌 54

户、规范圈舍39户、沿路美化10 公

里，形成600亩小杂水果示范带、中

药材基地150亩。建成103个在经营

个体工商户、3个特色休闲民宿、97

间酒店旅馆。在建偏桥村栈道修建、

文化中心、特色民宿等项目6个，大

幅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农文旅融合硕果累累
古道田园风光展新颜

九龙县乌拉溪镇扎实推动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
◎孙琪

本报讯 近日，道孚县一座承载

着地域文化根脉、融合现代产业逻

辑的非遗工坊全面落成，成为当地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非遗赋能乡

村”的生动实践。

道 孚 县 非 遗 工 坊 地 处 国 道

G350“熊猫大道”易日大桥旁，与道

孚县电商数字经济产业园形成联

动。该工坊总占地面积 29 亩，建筑

面积 3915 平方米，总投资 2200 万

元，集非遗保护传承、活态展示展

销、产业创新孵化、现代物流仓储和

综合服务于一体，既是道孚文化的

“立体橱窗”，也是乡村振兴的“活力

引擎”。

该工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

心载体，创新探索“非遗+文旅+电

商”“1+N”（传承人+非遗工坊＋基

地+公司+农户+自媒体）多元业态，

将纺染织绣、雕刻塑造、唐卡绘画等

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类非遗项

目，与现代产业运营深度融合，实现

了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经济效益

“双赢”。

在建筑设计与功能布局上，该

工坊兼具文化温度与现代质感：核

心引擎建筑为 2 层高、11.1 米的框

架结构，一楼展销厅集中陈列藏族

手工艺品、藏纸、传统服饰、唐卡、

黑土陶、藏香等非遗瑰宝，成为展

示道孚民族文化的“会客厅”；二楼

设非遗工坊制作区，目前已吸引13

名非遗传承人入驻，传承人专注创

作的场景让传统技艺“可见、可触、

可感”。道孚县郎卡杰唐卡绘画传

承人呷瓦带着创新的绢本唐卡绘

制技艺入驻后，作品不仅在工坊展

销厅陈列，更吸引了各地游客与学

习者。

工坊还配套现代化孵化室，为

非遗交流、合作洽谈、技艺培训提供

专业空间，仓储、冷链库、消防设施

及室外停车场、道路排水等附属工

程全方位保障运营与体验需求。外

部通过绿化、文化小品和特色铺装，

营造出兼具舒适感与文化韵味的空

间环境。

据了解，道孚县非遗工坊于

2024 年启动建设，2025 年全面落

成，聚焦“群众基础好、市场前景广”

的非遗项目，通过“传承人带动、工

坊集聚、产业联动”模式，不仅为112

名县级以上非遗传承人搭建了展示

舞台，更有望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参

与非遗产业链，实现“技艺在家门传

承、收入在家门增长”。

道孚县非遗工坊讲解员袁琴

说：“道孚非遗工坊的落成，不仅仅

是建筑的呈现，更是传承文化的新

起点，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它将有力

推动非遗保护与创新发展，促进文

旅深度融合，为道孚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劲的文化动力。”

格桑央宗 泽机翁姆

本报讯 近年来，色达县树牢

“大安全、大应急、大减灾”理念，通

过持续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强应

急救援队伍、强化应急物资储备，构

建起覆盖全领域、全周期的应急管

理体系，交出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森林草原火灾“零伤亡”、自然灾害

避险“零疏漏”的新答卷，以高水平

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该县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建立“预防、监管、执法、

教育”四维治理体系，筑起坚实的安

全生产防线。近两年累计排查整治

隐患 2681 条（含重大隐患 48 条），

整改率持续保持 100%。创新推行

“四步执法”法，以7.2万份宣传资料

实现 10 万人次安全教育全覆盖，

120场次法规培训提升企业主体意

识；对违规行为采取“警示约谈 40

人次+行政处罚55万元”的阶梯式

惩戒，形成有力震慑，实现安全生产

“零事故”，蝉联省级考核优秀等次。

“排查全覆盖、整改全闭环、教育全

渗透”的工作经验，为高海拔地区安

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色达方

案”。

以“预防为主、防救结合”为方

针，构建起立体化森林草原防灭火

体系。通过建立“责任链+联防网”双

重机制，累计签订1.1万份责任书，

组建 628 个联保体，与周边县签订

20余份联防协议，实现责任全覆盖。

专业防控方面，1541名护林员开展

带装巡护，是全省首个组织地空（直

升机）巡防县。组织600余次实战演

练，通过50余次人工增雨科学降低

火险等级。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模

式，发放5万余份资料、推送450余

期警示信息，覆盖群众5万余人次，

火灾隐患同比下降82%。

创新构建“预防-预警-救援”

全链条防汛体系。组建 157 支共

4867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其中4支

45人专业分队和80人快速抢险队

实现重点区域前置布防。储备应急

粮油40吨、救灾物资2.4万余件，建

立联动调拨机制。通过 800 余次实

战演练锤炼队伍，180 余期精准预

警和 76 万条预警短信构建“分钟

级”响应网络。近两年成功处置自然

灾害 200 余起，开展应急救援 52

次，机械作业 75 台次，安全转移群

众 586 人，其中 2 起经典避险案例

获国家级表彰，县域连续两年实现

灾害“零伤亡”。

降措

为进一步提升县应急管理干部

职工及综合应急救援大队队员的专

业素养和实战能力，强化对救援设

施设备的操作与应用水平。近日，九

龙县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开展了综合

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题培训，重点

围绕各类救援设施设备进行深度讲

解与实操训练，45名县应急管理局

干部职工及170余名县综合应急救

援大队队员参与此次培训。

大队围绕常见应急救援设施设

备展开理论讲解。课程内容涵盖生

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消防灭火装

备、地震救援、应急救援车等多类设

备，详细介绍了设备的工作原理、适

用场景、技术参数、性能特点等基础

理论知识，深入分析设备在实际救

援行动中的应用策略和注意事项，

帮助参训人员构建起完整的设备知

识体系，为后续实操训练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培训还

安排了设备现场演示环节。专业技

术人员对各类救援设施设备进行操

作展示，从设备的组装、调试、启动

到具体使用方法，每一个步骤都进

行细致讲解和规范操作。

此次培训，旨在让参训人员对

各类救援设施设备的理论知识有

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能熟练掌握

设备的操作方法和技巧，实现从

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专业素养和

应急救援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

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积累坚实的技

术储备。

下一步，九龙县综合应急救援

大队将持续关注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定期组织针对性培训和实战演

练，不断更新培训内容，紧跟应急

救援技术发展趋势，引入新型救援

设施设备的学习与训练，进一步提

升应急管理干部职工及综合应急

救援大队队员的综合应急救援能

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九龙融媒

让文化根脉在乡村振兴中“活”起来
道孚县非遗工坊全面落成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九龙县应急救援队伍集体充电

救援能力再升级

色达县健全应急体系

护航安全发展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赠科乡劳

动力职业技能水平，拓宽群众就

业增收渠道，近日，白玉县赠科乡

缝纫工（康巴服饰制作）专项职业

技能培训班开班仪式在白玉县赠

曲河产业集成中心举行。本次培

训 由 该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赠科乡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甘

孜州龍扬职业培训学校承办。

据悉，此次缝纫工培训为期

30 天，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内容覆

盖缝纫基础知识、缝纫机规范操

作技巧、服装制作全流程工艺，以

及常见故障的排查与维修等实用

技能。在理论教学环节，专业教师

通过生动形象的讲解、详实的案

例分析，帮助学员深入理解缝纫

技术的原理与核心要点；实践操

作阶段，学员们在专业教师的指

导下，亲自操作缝纫机，开展服装

制作练习，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操

作技能与动手能力。此外，为保障

教学质量，还配备了充足的教学

设备的材料，全方位满足学员的

学习需求。

培训现场，学员们热情高涨、

干劲十足。大家纷纷表示，非常感

谢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的学

习机会，一定会珍惜时光，努力学

习，争取早日掌握缝纫技能，实现

就业增收。一位学员激动地说：

“我一直对缝纫充满热爱，渴望拥

有一技之长，这次培训简直是一

场‘及时雨’，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不辜负大家的关心与期望。”

赠科乡缝纫工（康巴服饰制作）

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班的顺利开班，

是赠科乡在推动劳动力技能提升、

促进就业创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

措，标志着该乡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通过此

次培训，学员们将掌握缝纫技艺，拓

宽就业创业之路，为赠科乡的经济

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新的

活力、贡献更多力量。下一步，主办

方与承办方将持续跟进培训进展，

强化教学管理与服务保障，确保培

训取得圆满成功，为学员搭建更广

阔的就业平台和发展空间。

王颖

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白玉县赠科乡缝纫工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班开班

图为牛粪燃料生产加工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