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你 1314。”7月 3日，

G350炉霍“1314爱情专线”打

卡点甜蜜氛围四溢，游客纷纷在

这里定格幸福瞬间。而在打卡点

的另一边，升级改造正在进行。施

工图纸上，停车场、步游道、乡村

美食坊等景村一体的网红文旅业

态，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锦江帮我们吸引来了游客，

现在又帮我们留住游客，今年9

月就要完工了。”望着施工现场，

仁达乡居民达瓦笑意盈盈，眼神

中满是期待……

2023年，炉霍县被列为欠

发达县域。锦江区紧扣“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主线，开展全域结对工

作，探索出党建帮扶全新模式，高

质量推进65个帮扶项目落地，构

建起覆盖全领域、衔接多维度的

可持续帮扶体系，助力两地在协

同发展中迈向共同富裕。

◎杨孟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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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7月2日以来，丹巴县全

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各乡镇、多路段均不同程度

受灾，全县 266 个基层党组

织、6000余名党员，闻“汛”而

动，逆“汛”而行，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第

一时间奔赴防汛一线“就

位”，全力构筑起守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红色堤坝”。

防汛一线党旗红

针对丹巴县沟多、沟深、

沟套沟和灾多、灾频、灾重实

际，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细化完善 182

个网格和 206 个网格党小

组，在建筑工地、山洪危险区

等成立临时党支部，通过无

职党员“设岗定责”、党员主

动认领责任区等方式，统筹

各方资源力量以临战状态抓

实抓细防汛减灾救灾各项责

任措施。

该县制发《致全县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倡

议书》，12 个乡（镇）、140 个

村（社区）和货车司机、出租

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

体组建“康巴党旗红 有事找

党员”志愿突击队 100 余支

900余人，主动认领包段117

个山洪危险区和615个地灾

隐患点，开展宣传防范、预警

排查、应急处置、安置救助等

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

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让党旗

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为人

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

严防死守护安全

“喂，书记吗？现在点位

上的雨很大，邛山沟的水很

浑，声音也不对劲，可能会有

泥石流灾害，需要马上给镇

上报告并立即组织我村党员

及时转移周边的群众”。7 月

2日傍晚，正在开展雨前排查

工作的党员监测员何建华，

发现异常后，立即向村党支

部汇报。

这是丹巴开展防汛减灾

“县、乡、村、组、点”五级联动

防治体系的一个缩影。灾情

以来，丹巴县及时启动地质

灾害Ⅳ级和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成立综合指挥部，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

靠前指挥，30名县级党员领

导干部联乡包村全面核查灾

情、调度物资、统筹救援，各

级党组织迅速响应，组织综

合救援力量5250人次、救援

机具 346 台，开展应急救援

和保通保畅工作。受灾最为

严重的巴底镇镇、村两级党

组织设立党员先锋岗17个，

划分党员责任区80余处，及

时对全镇地质灾害隐患点风

险点开展全时隐患排查，严

格落实汛期“三查”“喊醒叫

应”工作机制和“三个避让”

“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

在“7·2”和“7·4”发生的两起

泥石流灾害前转移安置群众

242户539人。截至7月5日，

全县共转移安置群众645户

1719 人，从监测、预警、转

移、抢险，“全链条”筑牢“保

命防线”。

传递温暖渡难关

“吃酸菜面块了，大家快

来……”在巴底乡巴底小学

临时安置点里，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酸菜面块被党员志愿

者们端到了受灾群众手中，

村民们的脸上多了一抹安心

的笑容。

哪里有群众的需要，哪

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为妥善

做好安置群众后勤保障，丹

巴县落实救灾资金65万元、

设置安置点16个、架设应急

便桥 3 座、清淤 34700 立方

米，全面启用乡镇人民政

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中小学校供群众休憩，

组建救灾安置点帮扶小队，

储备帐篷、折叠床、棉被和

热餐等各类应急物资 38826

件（套），设置“康巴党旗红

有事找党员”移动标识牌，

用心用情提供住宿、饮食、

医疗、心理疏导等服务。同

时，畅通灾情上报、社会救

助、专门就医等渠道，党员

干部“一对一”结对联系解

决诉求 50 余件，救治患者

31 人次，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秩序有序恢复中。

县融媒体中心

逆雨而行勇担当
防汛抢险当先锋

近日，康定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连续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地灾黄色预警、山

洪红色预警，康定市各乡镇

闻“汛”而动，全力以赴做好

防汛减灾工作。

捧塔乡党委政府迅速响

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

预案。严格遵循“三查”“三避

让”“三个紧急撤离”和“叫应

喊醒”工作原则，组织专业力

量对辖区地质监测点及重点

区域、重点部位展开险情排

查，做好隐患排查和灾情预

报等。乡村两级干部对河道、

排水渠、桥梁、道路等重点区

域进行高频次巡查，及时清

理排水渠淤泥杂物，疏通堵

塞点位，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同时，严格执行“十户联保”

责任机制，组织专人开展“敲

门行动”，逐户排查“五类”重

点人群的安全防护情况，建

立转移台账并制定“一户一

策”精准防护方案。全面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险

情，切实将防汛防灾措施落

到实处。

贡嘎山镇党委严格执

行“三查”制度，坚决落实

“三个避让”和“三个紧急撤

离”。健全应急预案，镇、村

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扩充

应急物资储备，组建民兵、

青壮年村民等抢险突击队

随时待命。全镇划分 8 个防

汛网格，在7个地灾隐患点、

6 个山洪危险区安排 13 名

监测员值班值守、实时巡查

预警，组织9个党支部“拉网

式”排查河道、堤防、陡坡等

重点区域隐患，清理主干

道、村组道路的落石、淤泥、

倒伏树木，疏通堵塞沟渠、

排水管道。利用村村响广

播、微信群、电话、入户敲门

等方式，第一时间将暴雨预

警和安全提示送到每家每

户；在地灾点、山洪区逐个开

展“一点一演练”；对“五类”

重点人群，逐人落实党员干

部“一对一”转移包保责任。

县融媒体中心

康定市各乡镇多措并举
防范应对强降雨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党建引领——
“红色纽带”牵两地

6 月，一场场帮扶行动在锦江与炉

霍间火热开展：锦华路街道与朱倭镇党

员干部携手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活

动，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共识；成都师

范附属小学教育集团、成都市七中育才

附小锦官驿分校党总支先后奔赴炉霍

县，为当地学校送去优质教育资源，以

送教活动架起知识桥梁。

“我们以党建为纽带，把组织优势

转化为帮扶胜势。”锦江区第七批对口

支援工作队领队张情介绍，通过建立街

道社区与乡镇村“一对一”结对机制，推

行“党建+帮扶”，确保每个帮扶项目都

由党组织挂帅、党员骨干领衔，实现精

准施策、靶向发力。

这一创新机制正催生出丰硕成果：

在东湖街道党工委帮扶下，上罗柯马镇

的“沙棘”饮料亮相“东光赶场”活动，通

过开设“锦绣炉霍”销售点，引导辖区企

业借助“四川消费帮扶网”等平台采购，

实现消费帮扶超100万元，为炉霍特色

产品打开更广阔市场。

组织联建也成为帮扶工作的重要

抓手。锦江区与炉霍4个乡（镇）党委、8

个村党支部深入开展党建共建，推动两

地基层党组织互联互动、资源共享。

从结对共建到消费帮扶，从教育支

援到党建联建，每项举措背后都有着坚

实的顶层设计支撑。锦江区成立托底性

帮扶领导小组，制定《锦江区托底性帮

扶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

并会同炉霍县编制 2023-2027年帮扶

工作规划，为两地协同发展筑牢制度根

基，推动帮扶工作行稳致远。

创新发展——
从瓦达样板到全域繁荣

六月的瓦达村翠色如浪，炉霍崩科

民居错落有致。四川省美术家协会 15

位画家架起画架，将眼前美景定格于画

布；夜幕降临，日月广场上，身着民族服

饰的村民踏歌起舞，热情迎接八方来客

……这座由锦炉共建打造的重点帮扶

村，正绽放出独特的乡村振兴魅力。

“自2021年起，锦江区投入320余万

元，以‘党建+企业+农户’模式为核心，全

力激活瓦达村新产业新业态。”锦江区第

七批对口支援工作队黄亚平介绍，当地不

仅建成集服务、活动、展示于一体的“一中

心两广场”党群服务综合体，还完成15户

民居标准化升级改造，引入民宿酒店、藏

式餐厅等业态，实现基础设施“硬件”与公

共服务“软件”双提升。

如今，瓦达村成功蝶变为 3A 级旅

游景区，并入选甘孜州乡村振兴“双百

工程”首批精品示范村。

“我是第四次来这里了，美景依旧，

基础设施却越来越完善。”中国美术家协

会理事、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四川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龚

仁军的感慨，道出了瓦达村的变迁。而这

份蝶变，正从瓦达村辐射至炉霍全域。

在城区，秋日河旅游产业能力提升

项目已圆满收官，一座融合时尚、音乐、

艺术、餐饮及潮流零售的地标性商业旅

游街区已然落成，成为炉霍新的网红打

卡地；秋日河沿线景观焕然一新，乡村

大舞台节目纷呈，周末集市货物丰富，

广场上大家跳起欢乐的锅庆庄，呈现出

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2023年以来，锦江区累计投入超1

亿元产业帮扶资金，落地22个产业项目，

不仅推动高原现代农业、牦牛产业提质增

效，更通过建设农业示范基地、发展特色

茶产业、打造文旅商圈等组合拳，为炉霍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精准帮扶——
医教协同绘新篇

“下个月就要迎检，在罗熙平的帮

助下，所有迎检材料和准备工作都已就

绪，我们对创建二级甲等疾控中心充满

信心！”炉霍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所吉语

气坚定。这份底气，源自锦江区第七批

对口支援工作队队员罗熙平带来的系

统性帮扶。

初到炉霍，罗熙平深入调研当地医

疗现状后，迅速将工作重心聚焦于疾控

体系建设。走进如今的炉霍县疾控中心

实验室，实验器材分区有序摆放，两名

实验技师正熟练操作仪器。

“在锦江的帮扶下，我们不仅通过

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还通过‘师

带徒’模式，大幅提升了团队专业水

平。”所吉介绍。

这仅是医疗帮扶缩影。锦江区通过

设备升级、技能培训、“组团式”支援，提

升当地医疗水平，助力 300 余人就业，

协调捐资捐物700余万元。

锦江区川附中外国语学校与炉霍

县上罗科马九年制一贯制学校开展结

对帮扶活动

教育帮扶同样成果显著。“首届艺

考班 8 名赴南充集训的体育生中，5 人

本科上线。”炉霍县委教育工委专职副

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吕露的话

语，道出了教育帮扶的成果。

锦江区以全域结对为核心，推动17

所中小学幼儿园与炉霍县16所学校实

现“校对校”帮扶全覆盖。“我们根据双

方学校实际需求，专人负责，共同商议

制定‘一校一方案’，确保帮扶精准有

效。”锦江区第七批对口支援工作队队

员董亚伟介绍。

2024 年，锦江结对学校交出亮眼

“成绩单”：锦江派出 68 名骨干教师送

培送教19场，组织30场学生交流活动，

培训炉霍教师超1000人次，并深化“组

团式”支援，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发动社

会组织、企业和爱心人士向炉霍学校捐

赠物资90余万元。

从党建引领到产业振兴，从民生改

善到教育医疗升级，锦江区与炉霍县并肩

奋斗的每一步，都在镌刻结对帮扶的坚实

足迹，书写共同富裕的时代华章。这条跨

越山海的“红色纽带”，串联起一个个落地

生根的帮扶项目，汇聚成一项项普惠民生

的务实举措，持续激发两地发展活力，携

手迈向乡村振兴的崭新征程 。

红色纽带连锦炉 全域帮扶谋发展

近日，在理塘县高城镇德西一村，

随着交通银行50万元资金的注入，“马

背慢游理塘”项目核心区域——马背漫

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工程如火如荼展

开。当地村民积极投工投劳，用汗水浇

筑家乡发展新希望，为乡村振兴增添新

动能。

2022年，成都市新都区援助理塘县

的乡村振兴项目“马背慢游理塘”正式运

营，一经推出便广受游客喜爱。项目围绕

马背骑游，配套藏装租赁、藏餐品尝、拍

照写真等多元旅游互动体验，将理塘独

特的草原风光、浓郁的藏族风情与休闲

旅游深度融合。游客们骑着骏马驰骋草

原，身着华丽藏装留下绝美影像，品尝地

道藏餐，沉浸式感受高原魅力。该项目不

仅拓展了理塘县旅游资源的深度与广

度，更让高城镇德西一村的村集体经济

实现了质的飞跃，农牧民人均年增收超

1000元，众多农牧民群众通过参与项目

运营、提供服务等方式，收入显著增加，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此次交通银行投资50万元对马背

漫游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升级，旨在进一

步提升项目服务品质与接待能力。据了

解，该笔资金精准用于服务中心三层空

间升级：一楼 200 平方米游客服务中

心，接待能力提升3倍；二楼标准化办公

点，基层服务效率提高 40%；三楼 4 间

藏式精品民宿将通过招商引资等实现

专业运营，预计年接待达 600 人次。改

造后的服务中心将为游客提供更舒适

便捷的休息、咨询、购票等服务，有效提

升运营管理效率与游客体验感。

在项目施工现场，随处可见村民们

忙碌的身影。“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有机会为此出份

力，大家都很积极！”参与施工的村民扎

西笑着说道。众多村民主动投身到服务

中心改造建设中，搬运建材、协助施工，

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旅游事业发展。他

们深知，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后，“马背慢

游理塘”项目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游

客会更多，自己的收入也会跟着“水涨

船高”。

“村民的积极参与不仅为项目节省

了人力成本，更凝聚起了强大的发展合

力。”德西一村支部书记洛绒邓珠表示，

“我们将用好这笔资金，高质量完成改

造工程，持续擦亮‘马背慢游理塘’品

牌，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从项目落地生根到如今的改造升

级，“马背慢游理塘”的发展历程，离不

开交通银行的大力支持，是援建多方力

量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未

来，随着马背漫游服务中心改造完成，

理塘县高城镇德西一村有望依托“马背

慢游”这一特色项目，吸引更多游客，走

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理塘县高城镇供稿

交通银行赋能理塘“马背慢游”
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村民积极参与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工程。 “马背慢游理塘”项目深受游客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