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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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以来，持续性

强降雨突袭泸定县，引发 7 个乡镇

山体滑坡、河水暴涨、道路阻断等

险情，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

升，防汛形势严峻。面对突如其来

的“汛”考，全县46支驻村工作队、

110 名帮扶干部闻令而动，就地转

为防汛抢险力量，充分发挥“人熟、

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迅速从“帮

扶尖兵”转变为“抢险先锋”，用实

际行动筑起基层防汛的安全屏障。

精准立体防控，筑牢安全监测

防线。泸桥镇咱里村驻村工作队坚

持“雨情即令、预警即生命线”，第

一时间启动“线上系统预警+线下

现场核查”双轨机制，高效运用“高

山卫士”泥石流灾害预警系统，联

合村内防汛监测员，对重点隐患点

实施24小时无间断动态监测，及时

启动“叫醒机制”，成功转移骆家

沟、塘房沟、磨子沟等高风险区 51

户174名群众；冷碛镇黑沟村驻村

工作队建立“分片包干+24小时轮

守”责任体系，实行每2小时一次的

拉网式精细巡查，7月5日22时，巡

查人员发现黑沟村“大河沟”河道

水位急涨、含沙量骤升，立即向镇

防汛指挥部报告预警，并持续蹲点

监测水位变化，为后续抢险处置赢

得了宝贵时间。

构筑生命屏障，确保人员应转

尽转。险情即是命令，群众转移刻

不容缓。兴隆镇毛家寨驻村工作

队坚持“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原

则，争分夺秒保障群众安全。对独

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重点

群体，逐户登记姓名、住址、联系

方式、行动能力等信息，提前制定

“一人一策”转移方案，优先转移

至村部临时安置点。截至目前，兴

隆镇已安全转移重点群体 23 户

79 人，实现转移过程零遗漏、安置

工作零差错。

聚力灾情处置，极力降低灾

害影响。全县驻村工作队前置响

应、高效协同，迅速构建起“覆盖

全域、动态网格”巡查机制，通过

高频次“回头看”，严密排查地质

灾害高危点、受损房屋、通村道

路、饮水水源及管网等重点区域，

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针对性抢修。

泸桥镇海子环环村、兴隆镇和平

村工作队聚焦道路保障，连续奋

战清通村道垮塌点、抢铺临时便

道，确保了群众必要出行与救灾

通道畅通；德威镇堡子村、兴隆镇

瓦斯村驻村工作队立足饮水安

全，积极发动党员、群众合力排查

抢修淤堵水源及供水管网，争分

夺秒修复断裂主管线，确保受灾

群众饮水安全迅速恢复。

县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 今年以来，色达县因

地制宜探索多样化发展路径，提升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

发展“旅游路”。建成五色海

（众措湖）旅游环线 23.39 公里，成

功上榜全国 2023 年度“十大最美

农村路”名单，加快推进施霍西勒

柯精品民宿、黑帐篷游牧体验民宿

等旅游项目，推出游牧体验、民宿

体验之旅等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建设“产业路”。按照“一园一

带四基地”产业布局，围绕牦牛养

殖、有机蔬菜、中藏药材等产业，建

成约 50 公里产业路，带动牦牛健

康养殖突破 3.5 万头、有机蔬菜种

植达 1685 亩、中藏药材种植达 2.7

万亩。

用好“物流路”。依托全覆盖农

村路网体系，构建县、乡、村三级物

流服务体系，创新“金通工程+运邮

结合”模式，带动色达牦牛、藏香

猪、紫皮大蒜等40余种农特产品走

进市场、扩大销售，助力农特产品

交易额突破1亿元。

尼公

色达县“三路并进”
打通富民强县新通道

泸定县：46支驻村帮扶队
变身抗汛“急先锋”

防灾避险安全小常识
暴雨天气安全指南

01出行安全

减少外出：暴雨天气应尽量

减少外出，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选择安全交通方式：必须外

出时，建议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

通工具，并注意路况信息，避开

积水和交通不畅地区。

注意行走安全：

行走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

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

井盖的水井、地坑等危险区域。

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

电力线、铁栏杆及附近的树木等

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

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02 居家安全

关注天气预报：暴雨来临

前，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

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了解降雨强

度、持续时间及可能伴随的雷

电、大风等天气现象，提前做好

防范措施。

检查家中设施：检查家中门

窗是否牢固，尽可能确保雨水不

会渗入屋内。同时，清理阳台、露

台上的杂物，防止被风吹落伤人。

准备应急物品：关闭家中不

必要的电源，以防漏电引发火

灾。准备食物、饮用水、手电筒、

急救药物等应急物品。也可准备

沙袋、防水板等物品以防万一。

确保手机电量充足，并随身携带

充电宝等应急设备。

洪水灾害安全指南

01洪水来临前

关注预警信息：汛期应随时关

注洪水预警，了解洪水可能发生的

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熟悉避险路线：提前熟悉紧

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确保

在洪水来临时能够迅速、有序地

转移。

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

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

用品，以及手电、哨子、镜子、打

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

信号的物品。

加固房屋：用沙袋、土袋在

门槛和窗户处筑起防线，用胶带

纸密封门窗缝隙，以防洪水侵入。

02 洪水来临时

高地避险：洪水来得太快，已

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

顶、楼房高屋、大树、高墙等暂时

避险，等待救援，不要下水转移。

避免涉水：水深一旦齐腰，

不要继续蹚水，以防被洪水冲走。

防止触电：远离电源、电线

杆、变压器等，避免漏电导致触

电身亡。

防止溺水：不要单独行动，

尽量多人一同转移，并用绳索将

大家相连，以防被洪水冲散。

本报综合整理

昨（9）日，笔者从雅江县委宣传

部获悉，中国松茸之乡2025雅江松

茸开山季将于7月11日在“中国松茸

之乡”雅江县松茸交易市场开幕。届

时，一场以科技元素贯穿全程的“松

茸盛宴”即将火热来袭。

原生态藏族文艺表演、3D沉浸

式体验“飞跃雅江”、AI智能携带松

茸背篓入场互动等，巧妙融合民族风

情与现代科技的开幕式，将为现场观

众奉上视听与智慧交融的多重震撼。

除了精彩的表演，开幕式现场

还将举办电子合同签约、授牌仪式

等，共同勾勒出雅江松茸产业蓬勃

发展的坚实图景。现场连线农户进

山采摘、顺丰无人机运送松茸启动

等环节，生动诠释雅江松茸季从源

头保障到高效流通的全链条创新，

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这份“鲜”速度

背后的科技赋能。

此外，活动现场还将设置科技

区、文化区及美食区三大互动体验

区，邀您深度参与：在智慧体验区感

受机器人互动与惊喜好礼；在非遗

魅力区动手尝试牦牛毛笔书画、藏

靴制作等传统技艺；在舌尖雅江区

品鉴松茸衍生美食与特色风味，聆

听背后的饮食文化故事。

7 月 11 日，中国松茸之乡 2025

雅江松茸开山季的精彩远不止于

此！无论是科技与民族风情交织的

开幕式，还是全链条创新的产业展

示，亦或是充满趣味与文化底蕴的

三大互动体验区，都等待着您亲自

来探索、来感受。

雅江县委宣传部

中国松茸之乡2025雅江松茸开山季

将于7月11日在雅江县启幕

近年来，白玉县立足川西高原

资源禀赋，抢抓托底性帮扶重大机

遇，以“借船出海、借梯登高”的开放

姿态，依托帮扶企业（单位）优势资

源，聚焦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

融合三篇文章，创新实施“资源捆绑

企业、企业导入要素、要素激活产

业”的帮扶合作模式，成功将“高原

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

条高原欠发达县域依托外部帮扶，

实现内生崛起的特色之路。

捆绑优势资源
引企入局共建“绿色银行”

在海拔3000米的金沙江畔，总

投资 333.6 亿元的叶巴滩水电站正

在全速建设。这是白玉县“资源捆绑

企业”战略的标志性项目——通过

精准对接四川发展、华电金上等企

业战略需求，该县将水能、光能资源

转化为投资“磁石”，累计引入重大

能源项目总投资近600亿元。其中，

达伊柯160万千瓦光伏项目等项目

已完成投资超 100 亿元，直接带动

本地就业 200 余人，实现税收 3.19

亿元。

“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

7.85 亿元，相当于为白玉县域经济

建了一座‘绿色银行’。”白玉县乡

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创

新设置本地化用工、税收分成等利

益联结机制，同步谋划数据中心、绿

色载能等下游产业，推动能源优势

向产业集群转化。

嫁接现代要素
联企兴业重塑“高原味道”

近日，笔者走进白玉县昌台牦

牛种业园区，物联网系统正实时监

测标准化养殖基地里的“亚克甘

孜”牦牛生长数据。依托帮扶企业

投入的 6085 万元资金，白玉县构

建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产

业体系，制定了牦牛、藏菊等 10 类

产品标准，辐射带动 975 户农牧户

增收。

在市场端，“绿野原乡”区域公

共品牌借助帮扶企业销售网络进驻

832 平台、中海油 E 购等渠道，藏菊

精粹、藜麦代餐等深加工产品溢价

率提升30%以上。

“过去牦牛卖肉论斤称，现在做

成零食礼品论盒卖。”当地牧民合作

社一名负责人展示着刚上市的牦牛

肉干系列产品，其背后是浙江临安、

川发展等企业研发机构提供的技术

支撑。

激活文化基因
企地联动点亮“融合经济”

近日，在白玉县河坡非遗小镇

的铁匠铺里，省级非遗传承人正指

导游客锻造藏式工艺品。

这是白玉县投入 4500 万元打

造的文旅融合示范项目之一，通过

引入四川旅游学院创意设计、成都

武侯区客源网络，当地将金属锻造、

手指锅庄等非遗元素融入“川青藏

格萨尔文化之旅”等精品线路，开发

文创产品超20类。

2024 年，白玉县“非遗传承人

面对面”等体验活动吸引游客超百

万人次。据白玉县文旅局数据显示，

文旅产业已带动周边200余户家庭

从事民宿、餐饮，形成“一业兴百业

旺”的融合效应。

将生态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白玉县的实践探索，印证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原解法。

白玉县通过“资源—企业—要素—

产业”的闭环设计，既破解了高原

地区的资本、技术瓶颈，又守住了

生态底线。

如今，白玉县正与帮扶企业谋

划设立“高原绿色发展基金”，推动

更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

让川西高原的“绿水青山”持续转化

为“金山银山”。

借“企”登高 点“绿”成金
白玉县携手帮扶企业探索高原资源价值转化新路径

◎李君悦 文/图

正在建设中的叶巴滩水电站。

本报讯 盛夏七月，乡城县藏青

兰药业中药材基地呈现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黄芪、当归、獐牙菜等中

药材新苗长势正旺，田间管护工作

有序开展。得益于高海拔、大温差的

气候条件，这里成为天然的中藏药

优质种植带。而东西部协作战略的

精准落地，正让这里的资源优势加

速转化为产业胜势。

近日，一支由浙江工业大学药

学院与甘孜州农技土肥站联合组成

的专家团队深入乡城县田间地头，

专项推进“川西獐牙菜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团队

实地调研了川西獐牙菜等优势药材

的资源分布、生长环境、种植规模及

产业链现状，精准对接技术需求，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

自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以来，

东部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与西部

地区的资源禀赋加速融合。此次，浙

江工业大学药学院依托药学研究领

域的深厚积淀，与深谙地方农业生

产实际的甘孜州农技土肥站携手合

作。双方聚焦乡城县中藏药产业发

展困境，以乡城藏青兰药业为项目

承载主体，围绕“川西獐牙菜优质高

效栽培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

积极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

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精准“问诊

开方”。

泽仁扎姆 文/图

浙川专家田头“开方”
乡城中药材产业焕发生机

专家团队深入乡城县田间地头。 中药材基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