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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为全面提升队伍综合应急救援

能力，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自进

入防汛期以来，甘孜州森林消防支

队迅速响应、周密部署，多举措推进

防汛备战工作。

为锻造专业水域救援力量，该支

队以骨干集训队为先锋，依托湖泊、

水库等天然训练场，在天全河畔开展

实战化高难度训练。“水情瞬息万变，

必须带着敬畏之心打磨救援本领。”

在模拟真实救援场景的训练过程中，

教练员斯朗邓珠现场演示平跳式入

水、急流泳姿变换等专业动作，并反

复叮嘱队员。时值盛夏，热浪灼人，当

人们纷纷避暑纳凉，集训队员们却毅

然投身野外水域，充分利用天全河复

杂的水文环境，开展翻船自救、活饵

救援等高风险课目训练。一次次入

水、一次次突破，队员们以汗水淬炼

技能，用坚韧铸就防线，只为全面提

升水域救援能力，夯实应急处突的实

战根基，确保在灾害来临时，能够以

更专业、更高效的救援水平，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骨干集训队强化专业技能的

同时，各基层单位扎实开展水域救援

实战化拉动演练，全方位检验队伍应

急响应、装备操作与协同作战能力。

演练以模拟“汛情”报警为出发点，各

单位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从人员紧急

集结、装备细致清点、编队有序行进，

到抵达“灾害现场”展开救援，各环节

衔接紧密、运转高效。拉动演练过程

中，舟艇编队航行、水上搜救、伤员转

运等关键科目均按实战标准开展。指

战员们熟练驾驭橡皮艇破浪前行，精

准操作救生抛投器施救，严格依照救

援方案争分夺秒展开作业。面对模拟

的复杂水情，队伍反应迅速、处置规

范，充分展现出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

与专业救援素养，确保遇有任务能够

高效完成。

“居安思危方能有备无患，未雨

绸缪才可临危不乱。”支队通过开展

实战化训练与拉动演练等系列举

措，全力提升队伍应对汛期灾害的

专业救援水平。旨在锻造一支素质

过硬、反应迅速、协同高效的水域救

援铁军，让指战员既能熟练掌握各

类救援技能与装备操作，又能在复

杂汛情下从容应对、科学处置。

下一步，该支队将持续筑牢汛

期安全防线，以专业可靠的救援力

量，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供坚实保障。

甘孜州森林消防支队

州森林消防支队多举措提升抢险救援能力

防汛备战不松劲

“我们定期对防汛物资进行检查

维护和保养，确保关键时刻不掉链

子。”随着汛期的到来，为确保防汛物

资“拉得出、用得上”，切实筑牢安全

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白玉县秉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而无备”的原则，全力做好防汛物资

储备，增强全县应急保障能力。

走进县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各

类抢险物资整齐有序地摆放在货架

上，防汛沙袋、棉衣、雨靴、排水泵等

设备陈列规整，设备按类别分区存

放、标识清晰明了。各类物资处于完

好的状态，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第

一时间投入使用。

“我们定期组织专业队员针对

抽水泵、发电机等机械设备进行调

试，及时维修更换损坏部件；对冲锋

舟、救生衣等救生设备进行安全检

查，确保性能良好。此外，还将防汛

物资前置到乡、村两级，缩短物资调

配时间，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

时间投入使用。”县级应急物资储备

库工作人员说。

“进入汛期以来，白玉县提前谋

划、打好防汛减灾主动战，下好先手

棋。目前县应急管理局储备防汛物

资1万余件套，包括雨衣，雨鞋、救生

衣、救生圈、棉被、沙袋等，为全县防

汛减灾工作提供了保障。”县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王勇说。

据了解，白玉县目前有省级前

置物资帐篷、棉被 1100 件，州级

2232件，县级1.9万余件套。同时，还

将应急物资前置到16个乡镇，并由

乡（镇）专人负责管理，确保物资“存

得好、调得快、用得上”，为打赢防汛

减灾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白玉县还制定了详细的

防汛物资应急预案，与驻县企业、大

型商超签订了物资装备调用协议，

进一步规范明确物资调配流程和各

部门职责，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

迅速、有序地开展物资调运工作。同

时，联合纪检部门加强对各乡镇的

物资装备督导检查，细化物资管理

台账、清单和日常使用制度，特别是

建立区域物资联动调配机制，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据了解，白玉县还将继续加强防

汛物资储备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持续开展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应急

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以扎实的

工作和充足的准备，打好防汛这场硬

仗，为全县安全度汛保驾护航。

白玉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白玉县下好“先手棋”

确保防汛减灾有备无患

在川西高原新龙县的苍莽沃野

之上，一座盛满乡村振兴希望的高

原花菇、平菇人工种植基地正拔节

生长。这片浸润着科技智慧与农户

汗水的土地，不仅勾勒出高原现代

农业的立体新图景，更让一茬茬菌

菇成为双重“果实”—— 它们既是

舌尖上鲜香可人的珍馐，更是乡村

振兴征程中沉甸甸的致富硕果。

据了解，新龙县的现代化种植

基地占地 45 亩，现有 3 个现代化种

植大棚，主要种植花菇和平菇。因高

原气候特殊，采收时间大约为 3 个

月，基地自投产以来，已累计采收鲜

花菇 10000公斤、鲜平菇 4500 公

斤，且产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预计今

年能采收鲜花菇约 50000 公斤（干

花 菇 约 6500 公 斤）、鲜 平 菇 约

20000公斤。

走进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

大棚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大棚内，

一股清新的菌菇香气扑面而来，菌

棒整齐排列，一朵朵饱满的高原花

菇和平菇从菌棒中探出“小脑袋”，

甚是可爱。

高原花菇堪称菌菇界的“雪域

明珠”。新龙县平均海拔 3000 米以

上，昼夜温差达 15℃以上，空气干

燥洁净、日照时间长，孕育出的花菇

品质卓越。与普通花菇相比，该县产

出的花菇菇肉紧实如脂，褶皱间凝

聚着自然的精华，蛋白质含量超出

普通品种 20%，富含17种氨基酸及

多种微量元素，兼具鲜香口感与滋

补功效，成为高端餐饮市场的“抢

手货”。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的平

菇，以日均225公斤的稳定产量，凭

借爽滑鲜嫩的口感，成为百姓餐桌

上的“常客”，在商超与农贸市场供

不应求。

新龙县众鑫农产品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李骁说：“公司在大

盖乡的现代化种植基地有3个种植

大棚，主要种植花菇和平菇这两个

品种。当初选择发展花菇和平菇种

植，是经过充分市场调研的，其中

花菇口感鲜美，营养价值高，市场

需求一直很旺盛，销售前景广阔。

花菇、平菇种植不仅是推动当地乡

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也为当地

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未来公司

将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链

条，让这一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

更大作用。

新龙县现代化种植基地不仅

是“绿色工厂”，更是乡村振兴的

“动力引擎”。通过“公司 + 合作

社 + 农户”的创新模式，当地120

余户村民深度参与产业链建设。从

菌棒制作车间的标准化生产，到菌

种培育室的精密管理，再到采摘包

装的精细作业，每个环节都活跃着

村民们忙碌的身影。曾经远赴他乡

务工的村民四郎曲珍，如今成为基

地的技术骨干，她说：“在家门口每

月能挣到3000多元钱，还能照顾老

人孩子，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如今，高原花菇、平菇现代化种

植基地已经成为新龙县的一张亮丽

名片。产品不仅畅销省内各大市场，

还远销浙江等地，受到了消费者的

一致好评。小菌菇，正以其独特的魅

力，在这片高原上绽放出无限的生

机与活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新龙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新龙县：小菌菇撑起百姓致富梦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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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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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万人次，实现收入54亿元。

聚焦产业升级，夯实生态产品

“供给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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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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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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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 蒋唯一

我州以“三聚焦”为抓手

推动生态经济
“双链”协同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九龙县构建起

“培训赋能—项目孵化—品牌打造”

的闭环培育体系，让土专家、田秀

才、新农人等乡村能人成为带动产

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人才+产

业+数字”三轨并进模式，激活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

按需设置办讲堂，实地观摩促

提升。通过收集到“如何培育电商

人才”“市场经济发展知识”等意见

建议 30 余条，按需新设定培训类

目 4 类。先后与县农牧农村和科技

局、成都等地农产品企业举办专业

农业知识大讲堂 8 期。围绕农文旅

融合发展，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

安排 203 名乡村业务骨干实地观

摩学习成都市青白江区中药材种

植、浙江省安吉余村农旅融合的经

验做法。

狠抓机制强培育，绑带赋能增

收益。量身定制“月走访、季评估、年

考核”培优机制，通过田间教学、项

目共抓、难题共解等方式，累计开展

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专项培育活

动 86 场次，覆盖人群 400 余人。通

过帮带，累计培育出 72 名“致富带

头人”，其中 5 人创办农家乐、专业

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截至目前，村集

体经济收益达164.5万元。

网格管理解民忧，模式创新助

增收。县域内划分248个责任网格，

设置政策宣传、矛盾调解等 8 类岗

位，实施“五必访”工作法（红白事必

访、生病住院必访、家庭变故必访、

矛盾纠纷必访、意外灾害必访），累

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100 余

件。积极推行“政府+合作社+农户”

模式，先后成立产业型小组 61 个，

培育出先锋示范棚、先锋养殖区等

特色载体，新增村集体经济项目24

个，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江玥

九龙县多维赋能强根基

让乡村能人带动产业升级

本报讯 6 月是我国的第 24 个

“安全生产月”，为进一步提升全

民安全意识，增强群众应急处置

能力，6 月 16 日，白玉县应急管理

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经信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农牧局等部门

在市政广场围绕“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

题开展咨询日活动，吸引了众多

群众参与。

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咨询台、悬

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播放警示教育片等多种方

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传安全生产

知识。针对群众关心的家庭用电安

全、燃气使用安全、消防安全、道路

交通安全等问题，活动还设置了安

全生产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吸引群

众积极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安全生产知识，进一步提高安

全意识。此外，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深

入浅出地讲解安全隐患的危害性以

及防范措施。

活动期间，全县累计发放安全

生产宣传手册、海报等资料500余

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500余人次。

据了解，近年来白玉县始终将

安全生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强化

安全管理，积极营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此次活动的开展，营造了浓

厚的安全生产氛围，让“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深入人心，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

动白玉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奠定了基础。

德呷 尼玛措 文/图

白玉县开展安全生产月
主题咨询日活动

安全生产 刻不容缓

图为活动现场。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搬运应急物资。

↑图为应急物资储备库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