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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本报讯 近期，理塘县连降大到暴雨。该县闻

汛而动，全方位、多维度筑牢防汛“安全堤”。

禾尼乡组织村组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全面细致

排查辖区内的河道、桥梁、易积水点等重点区域；重

点检查危旧房屋、危墙、围挡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的设施，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各村组组织村

级10名民兵成立防汛巡逻队，对辖区河道、房屋、

桥梁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并处置河道淤堵、房屋

隐患等问题2处，同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险

情处置能力。

甲洼镇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村党支部委

员、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 40 余人“党员

志愿服务队”，身着红马甲，手持工具，进入东珠

村东珠沟重点河段开展清淤。经过近一天的集

中奋战，累计清理河道近 2.5 公里，清除淤泥、杂

物等近 1.5 吨，并加固了河道两边的涵洞和堡

坎，有效提升了河道行洪能力，为安全度汛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为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君坝镇针

对 11 个山洪点、19 个地灾点，落实一点一预案、

一点一演练、三断夜间演练开展实战化防汛应

急演练。通过不断演练熟练职责分工、熟悉避险

路线、提升应急救援队伍的处突和协作能力，不

断完善预案。7 月 6 日凌晨 00:07 分，君坝镇接

到地质灾害预警提示信息卡，显示卡共村西依

滑坡隐患点出现变形位移。迅速组织人员全面

排查隐患，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守制度，及时将

危险区 20 户 39 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全力打赢防

汛守护战。

莫坝乡入户查看老百姓受损情况，由于晚

上不间断下暴雨，老百姓庄稼受损比较严重，

并做到及时止损。按照“三查三避让”工作要

求，提前预判，成功撤离 2 户 20 人，并通过微信

群、村干部入户宣传等方式通知老百姓做到提

前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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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
闻汛而动保安全

为切实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九龙县政府组织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技术人员组成专项工作组，深入

全县各乡镇，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细致

的检查与督导。

工作组一行采取实地勘查、查阅资料、现

场询问等多种方式，对各乡镇已登记在册的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逐一排查。在排查过程中，

技术人员仔细查看隐患点周边地质环境变化，

包括山体是否出现裂缝、滑坡迹象，河流沟渠

是否通畅等情况，并运用专业设备对隐患点进

行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确保及时掌握隐患点

动态。

在督导检查环节，工作组重点检查了各乡镇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情况。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了解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演练开展、隐患排查记录

等工作是否规范完善；通过电话抽查、现场询问监

测人员等方式，检验值班值守制度执行情况以及

监测人员对职责、预警信号、应急处置流程的熟悉

程度。同时，与乡镇干部交流，听取其在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指

导意见。

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加强与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充分发

挥技术支撑优势，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有

力保障。同时，根据此次排查及督导检查结果，

梳理问题清单，跟踪督促整改落实，确保全县安

全度汛。

此次深入各乡镇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汛查及

督导检查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九龙县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基础，提高了各乡镇应对地质灾害的能力，

为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奠

定了坚实基础。

九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稿

九龙县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

理塘县甲洼镇东珠村清淤。

本报讯 近年来，农行甘孜分行以金融

助力“三农”、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为工

作重点，积极打造特色信贷产品，通过组织

客户经理深度摸排，做到精准对接，提升办

贷效率，精准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下沉重心深入摸排。该行聚焦“三

农”领域，积极组织客户经理开展下乡金

融知识普及、特色信贷产品宣传，结合

“信息建档”等工作，下沉重心，深入乡

村、农牧户，了解当地农牧业生产规划和

基本农(牧)情，摸排各类农(牧)市场主体

生产经营情况和资金缺口，搜集整理基

础数据，积极筹备农(牧)业发展信贷资

金，打通服务农(牧)业生产金融“最后一

公里”。

优化服务精准对接。紧扣小微企业

发展，不断优化服务创新，以“惠农 e 贷”

为拳头产品，推动线上融资服务，将信贷

资源向小微企业倾斜，并扎实推动客户

经理实行“一对一”精准服务客户，在深

入摸排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判生产经

营形势，提供“定制化”融资服务，在做长

做强信贷服务链条的同时，着力解决融

资难的问题。

绿色通道快速办结。围绕金融助力实

体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

辖内机构与当地村两委、龙头企业建立合

作机制，创新助贷载体，将优质服务做到经

营生产“第一线”，并积极开辟绿色办贷通

道，着力做到快速审批、迅速办结，让融资

服务无需等“贷”。

晏中华

“一杯咖啡”香飘返乡创业路

海拔3700米的康定塔公草原，返乡创

业青年扎西动珠正悉心经营着自己用藏式

小院改造的咖啡店——风马咖啡，不少游客

慕名前来只为品尝他精心研发的青稞咖啡、

酥油咖啡等特色饮品。开业3年来咖啡店净

利润突破136万元，年销咖啡超6万杯，目前

扎西动珠正计划拓展创业版图在川西旅游

环线开设更多直营店，让藏式风味咖啡走进

更多人的生活，带动更多群众通过“咖啡+旅

游”实现增收致富。2023年扎西动珠创业经

历入选四川省十佳创业故事。

扎西动珠的成功正是康定市引才育才

工作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康定不断加大人

才回引力度，出台鼓励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七项措施，从政策扶持、资源对接、融资帮

扶等方面给予创业者支持，以创业基地为

载体打造集创业者交流学习、联谊座谈、成

果转化于一体的众创空间，年均发放创业

补贴近200万元，厚植人才创新创业沃土，

一批又一批人才回到康定、投身乡村，在乡

村振兴事业中贡献出更大力量。

“一颗仙桃”变身致富“金疙瘩”

康定市折东片区陡峭山坡上连片的仙

人掌长势喜人。“450 亩仙桃种植提质增

效”项目进展如火如荼，“仙人掌产业融合

科研科普示范基地”加快建设……近年来，

康定市在推动仙桃产业全链条省级试点取

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正着力打造规模化

仙桃产业集群。

康定市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人才领

衔+科技赋能”，制定实施校地院地企地人

才战略合作办法，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等高校围绕仙桃产业链加大攻关

力度，积极对接“科技下乡万里行”团队到

仙桃基地开展技术指导、人才培养等工作。

同时，因地制宜培育无籽和软籽仙人掌品

种，研发上市仙桃脱毛机、分选机和仙人掌

面、仙人掌奶茶、仙人掌冰淇淋、仙桃酒等

终端产品，让仙桃产值翻了数十倍。

“人才和科技一改千百年来仙桃去刺

脱毛难、附加值有限等问题，现在通过仙桃

产业，我们合作社能够实现年均利润50万

元以上，浑身长刺的野果子如今也成了村

民发家致富的宝贝。”江富仙桃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严江富感慨道。

“一粒青稞”种出群众新希望

富含营养的青稞是高原独特的农作

物。近年来，康定市委、市政府聚焦建设全

省高原特色现代化农牧业重要基地目标，

围绕“两带三中心四基地四园区”产业布

局，坚持“人才团队+产业基地”模式，大力

推动万亩青稞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如今，产业园已邀请尹勇等5名省级专

家人才加盟，围绕青稞产业建成专家工作站

1个，以提升青稞产量品质为目标完成黑青

稞、藏青、康青系列的五个品种培育，引进无

人驾驶播种技术让种植户从“会种地”向“慧

种地”转变；联合下游企业成立青稞综合加

工企业研究中心，成功开发青稞饼干、青稞

花生酥等产品25余类，辐射带动周边3个乡

镇、260户群众户均增收近4000元。

2024年，康定万亩青稞现代农业产业

园跻身四川省三星园区。康定市农牧农村

和科技局负责人表示，“我们以园区集聚人

才、用人才发展园区，通过产才融合推动传

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以人

才智力为支撑继续做好技术攻关、人才培

养、成果孵化等工作，以人才振兴、产业振

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农行甘孜分行

精准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康定市向“新”而行

跑出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加速度”

一直以来，康定始终坚持才智赋

能，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培

育乡村“新农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广大人才在高原农业、特色旅游等

领域尽展才智、脱颖而出，目前全市村

集体经济收入“村村破万”、18个村破

百万、1个村破千万，人才振兴乡村的

美丽画卷正在情歌大地徐徐展开。

本报讯 乡城县正斗乡的广袤高原上，

一片片蔚蓝的光伏板构成壮观的“能源海

洋”。而在这片“海洋”之下，一群特殊的“居

民”——悠然自得的牦牛，正成为高原上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被称为“光伏牛”的

生灵，不仅承载着藏族牧民的传统生计，更

生动诠释了清洁能源产业与高原生态农业

创新融合的绿色发展实践。

正斗乡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拥有

得天独厚的光照资源，是发展光伏发电的

理想之地。随着乡城贡札100万千瓦光伏

项目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昔日的草原披

上了“蓝色铠甲”，年发电量可达数十亿千

瓦时，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显著降低

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在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采

用“平单轴跟踪+固定式+柔性支架”复合

结构，使土地利用率提升30%。同时，抬高

光伏板支架至2米，板间保留3米间隔，独

特的“草光协同系统”在保障光伏板高效发

电的同时，为板下空间营造了适宜牧草生

长的微环境。阳光透过缝隙滋养大地，使得

光伏板下的牧草反而比普通草场更加丰

茂，为牦牛提供了优质的天然饲料。

当地政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优势，将传

统的牦牛养殖“搬”进了光伏电站。牦牛在光

伏板的荫蔽下自由觅食、休憩，既避免了高

原强烈的日晒，又能享用到营养丰富的牧

草。这种“板上发电、板下养殖”的立体模式，

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的完美互补。理塘

鹏飞公司积极响应乡城县政府的号召，将

400头牦牛引入光伏牦牛养殖基地。

该基地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运行机制，在土地流转、牧草种植、牦牛托

管、肉牛销售四个方面让公司、合作社、农

户三方受益，实现了生态与农牧产业融合

的典型，推动牦牛产业从传统养殖向现代

化、企业化、标准化转型。

乡城“光伏牛”的创新实践，成功架起

了现代科技与高原传统、清洁能源与生态

保护之间的桥梁，为高海拔地区乃至全国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

径，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乡城样本”。

袁姣 刘跃 泽仁扎姆 文/图

板上发电板下养牛

乡城“光伏牛”点亮
高原绿色融合新路

←一片片光伏板和悠然

自得的牦牛相得益彰。

◎杨琦

↑“光伏牦牛”正在啃食

牧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