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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
“保电战”

丹巴电力抢险72小时守护
3345户村民光明

“无人机+铁脚板”：

抢在洪水前的生死摸排

7月3日凌晨6:30，天刚蒙蒙

亮，丹巴县电力公司抢险队的皮卡

车已载着无人机和抢修工具，逆着

金川河的咆哮声冲向邛山沟。35

分钟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屏住

呼吸——上百吨的巨石被泥石流

裹挟而下，砂石厂已成废墟，G248

线公路被浑浊的洪水吞没，齐膝深

的泥浆阻断去路。

“电杆倒了，专变台区不见

了！”无人机传回的画面让指挥部

的空气瞬间凝固。没有路，就创造

路！抢险队兵分两路：一组沿河岸

吊桥迂回，在晃荡的绳索与 10 公

里无路山崖间攀行；另一组试图横

穿泥石流区，却在陷至膝盖的泥沙

中被迫撤回。8小时后，一组由东珠

仁真带领负责的7名队员终于抵达

上游，与无人机协同锁定故障点。

15点58分，两条主干线恢复供电，

黑暗中的第一簇火苗被重新点燃。

“肩扛手抬+机械助力”：

209户人家的特殊“接力赛”

10千伏巴上线骆驼沟支线剩

余209户未恢复供电。

“背！把发电机背上山！”7月4

日，面对复杂地势环境、道路交通

受阻、大件运输困难的局面，12名

电力工人、3 台挖掘机、数辆摩托

车和面包车，在G248线上展开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光明接力”。

上午10点，10台各个等级型

号的发电机装车和各类救灾物资

运送至泥石流发生的邛山沟口。党

员阿布，巴底站长理让曲批冲在前

头，带领8名同事，穿泥泞地，走临

时木桥，一路背着发电机，一步一

步艰难地前进。

来到早已被河水淹没的公路

边 ，10 台 发 电 机 在 泥 浆 中“ 渡

劫”——先由挖掘机像摆渡船般运

送过150米激流，再绑上摩托车在颠

簸的山路上跳跃，最后由阿拉伯村村

民用脊背接力扛上海拔2000米的

骆驼沟。6小时后，当2.7千瓦的发电

机点亮便携式灯塔，村民们的手机屏

幕接连亮起，泽郎太村长颤抖的手紧

握队员：“有了电，希望就回来了！”

泥泞中的承诺：

“照亮166个临时之家”

7 月 4 日 17:50，沈足村再遭

泥石流袭击。扎西阿爷在废墟中抬

头，看见满身泥浆的电力队员时，

混着泪水的“谢谢”比灯光更灼热。

在巴底镇小学安置点，曲批和

阿布——这对新老服务站站长，正

猫着腰给56顶帐篷布线。24小时

后，帐篷里的插线板通了电，食堂的

酸菜面块冒着热气，操场大灯下，孩

子们追逐的光影让灾难暂时退场。

截至7月7日，3179户恢复供电。

◎徐国胜 全媒体记者 唐闯 卢雪英 文/图

7月3日至4日，丹巴县巴底镇邛山沟、骆驼沟、沈足村突发山洪泥石

流。连续两处泥石流灾害，造成3345户停电。截至7月7日，丹巴县供电

公司已累计投入抢险人员81人次、车辆46台次，恢复供电3179户。7月

8日上午9时，巴底镇政府广场56顶应急帐篷搭建完成，丹巴县电力公

司抢险复电人员早已在此准备，从巴底镇政府公变处架设一档低压导线

为56顶帐提供应急电源，为每一顶帐篷内安装了插线板和应急电灯，并

24小时在安置点提供电力保供服务。

随着川西高原迎来夏天，康定城

的旅游热度持续走高——甲根坝镇

的俄色花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塔公草

原的星空营地游客爆满……

一组数据印证着这座“雪域情

城”的文旅活力：2023 年接待游客

1194.39万人次、旅游收入131.95亿

元，2024年两项数据跃升至1305.53

万人次、145.77亿元。

数据背后，是康定市从“过境游

中转站”到“深度体验目的地”的三年

蜕变。翻开康定文旅“成绩单”：2023

年到 2024 年，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9.31%，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10.47%。

这组数据的支撑点，是产业矩阵的成

形——3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串珠

成链，7 个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构成

乡村旅游骨架；65 条主题线路中，

“云上甘孜·春日多彩”线路入选全国

精品线路。作为天府旅游名县，康定

市不仅拥有秀丽风光与深厚文化底

蕴，更在2022年、2023年、2024年连

续3年跻身中国旅游百强县（市）、全

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在川西

旅游版图中从“节点”跃升为“引擎”。

在折多山垭口下，在康定河奔腾

的浪花边……这座“雪域明珠”正以

更开放的姿态，锚定“国际生态文化

旅游首选地”目标，邀世界共赴山水

人城和谐相融的壮美画卷。

全域布局
绘就“一环两心三区”新图景

康定市立足全域旅游理念，抢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

精心构建“一环两心三区”发展格局，

以点带面激活全域文旅资源。围绕大

贡嘎山地人文旅游度假目的地建设，

全力推进“7＋1”文旅产业集群，打

造出一批具有吸引力的特色项目。

高端民宿集群已成为康定文旅的

新名片。随着夏季来临，康定市新都桥

镇赞巴·明境民宿迎来了旅游热潮。

“民宿设计的重点就是融入当地

环境。”这家民宿的店长王小伊推开一

间客房的门，落地窗外，是连片的青稞

地和错落有致的藏房。“有不少游客都

是冲着这个落地窗外的景色来的。”

赞巴·明境民宿只是康定市民宿

产业乘势崛起的一个生动缩影。离垢·

河汤、贡嘎宗等高端民宿拔地而起，全

市民宿客栈数量激增，营业收入屡创

新高。康定积极引入松赞林卡、柏联集

团等高端酒店品牌，与本土民宿形成

互补，提升整体服务品质。

在重点项目建设上，跑马山“景

城一体”、金玺泰·康定五星级酒店、

波浪坪滑雪场等项目加速推进，序时

推进木格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

工作，鱼子西星空营地、雅拉雪山摄

影观景基地等已成为游客的热门打

卡地。

在康定市区内，五粮液·康定文

旅酒店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该项目西

邻折多河，背靠贡嘎山脉余脉，拥有

良好的景观资源，拟建一座约有187

间客房及别墅套房，配备全日餐厅、

中餐厅、大堂吧、宴会厅、会议室、康

体中心的高端度假酒店。

近年来，康定市以“旅游＋”为引

领，实现跨界深度融合。“旅游＋农

业”打造的甲根坝农旅融合示范项

目、王母村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田

园风光变身旅游产品；“旅游＋工业”

催生出雅拉乡达折渚土特产加工示

范项目、蓝逸康定牦牛乳制品产业

园，实现农特产品增值。通过“旅

游＋”的模式，从三产融合、交通等多

个方面满足游客多元需求，让康定文

旅产业形成联动发展之势。

品牌赋能
擦亮康定文旅金字招牌

康定情歌国际音乐节已连续举

办多届，成为四川省四季音乐节的秋

季知名品牌。2023年8月22日至24

日，康定情歌国际音乐节期间，全市

迎来旅游热潮，累计接待游客12.3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6亿元，彰

显出文化IP强劲的市场号召力。

康定市坚持“文化引领、宣传助

力”，通过以会促建、品牌创建和特色

宣传，全方位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与

影响力。

在政策引领上，康定市率先出台

《康定市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励

扶持措施》等多项政策，召开康定市

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四川省

“大贡嘎”文旅发展联盟年会，并兑现

855万元奖励扶持资金，为文旅产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品牌矩阵建设中，康定传统村

落与景区品牌创建成果显著：塔公镇

各日马村等 6 个村入选第六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榆林街道南无村等

13 个村获评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孔

玉乡色龙村获评“天府旅游名村”，塔

公草原、提吾贡嘎海棠旅游景区成功

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新都桥镇

跻身“省级百强中心镇”。

这些荣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

旅生产力，康定市正以多元立体的品

牌矩阵，打造文旅金名片。

今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四月八”跑马山转山会吸

引众多来宾。这场承载着悠久历史的

传统盛会，以“民艺赋能乡村振兴·手

艺人对话现代生活”为主题，让唐卡

绘制、藏靴缝纫等民间技艺在现代场

景中焕发新生。

近年来，康定市深度挖掘节庆文

化内涵，以“文化传承＋旅游创新”双

轮驱动打造文旅新 IP。高规格打造

“贡嘎海棠”观光摄影季等标杆节庆

品牌。在国庆、暑期等旅游旺季联动

推出旅游推介会、沉浸式驻演等文化

活动，同步构建康定城市夜间消费集

群、新市后街“溜溜街”茶马文化主题

街区及“康定手作”文创品牌，形成完

整的文旅演绎产业链。

此外，康定市与抖音、快手等网

络平台达成合作，构建全域宣传矩

阵，推动文旅品牌破圈传播，推动旅

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富民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康定市坚持“兴一项产业、富一方

百姓”，通过农旅、牧旅融合发展，让文

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塔公镇塔公村便是康定市牧旅

富民的一个生动缩影。该村创新“牧

区变景区、牧民变股民”模式，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千万元，其中

马帮收入达 720 万元。旺季时，每匹

马每天创收近8000元，让牧民在家

门口端起“金饭碗”。

以塔公村为引领，康定全市因地

制宜发展民宿产业、旅游营地，17个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百万元，2个村

突破千万元，成为农牧旅融合促进村

集体发展的全州示范。

背后的富民逻辑在于“标准先

行”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2024年，康定市出台《康定市景

区景点指导意见》《康定市民宿管理

办法》《康定市旅游营地管理办法》

《康定市旅游马帮管理指导意见》4

项行业标准。通过建立马帮“着装、持

证、管理”三统一制度与民宿“星级评

定”体系，构建起“规范运营—品质提

升—市场扩容”的良性循环。

数据显示，在标准化运营推动

下，康定市规范运营网红景点，直接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4016.7 万元，

形成“文旅规范发展—资源价值转化

—村民持续增收”的完整链条。

从马帮标准化管理到精品民宿

升级，康定市以“以景带村、全域联

动”的实践，提供了可复制的“文旅富

民康定样本”。当政策措施与产业创

新同频共振，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正

转化为农牧民触手可及的金山银山。

过去的3年，是康定文旅产业蓬

勃发展的3年，也是康定文旅事业不

断创新的3年。

康定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未来，康定市将继续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不断深化文旅融合，加强品牌建

设，规范市场秩序，努力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为游

客提供更加优质、丰富的旅游体验，书

写更加美好的文旅新篇章。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康定文旅三年蝶变

绘就高原富民新图景
◎市融媒体中心 文/图

这场72小时抢险中，最动人的不是技术，而是那些“不划算”的选择：

用挖掘机运发电机每米成本超千元，摩托车载设备可能车毁人亡，但丹巴

电力公司党支部书记高翔说：“算经济账不如算民心账。”当电力工人跪在

泥里接线的照片刷屏网络，答案已然明晰——那根永远冲不断的“线”，是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誓言具象。

【记者手记】

电力银线，为何能缚住“泥龙”？

本报讯 近日，走进道孚县扎

西岭村芫根加工厂建设现场，工人

们分工协作，有的手持铁锹清理建

筑废渣，有的操作工具专注地安装

供电线路……

“目前，厂房主体已全面完工，

目前正抢抓工期推进各项收尾工

作，确保项目按时完成。”施工负

责人介绍道。

2024年11月，道孚县扎西岭

村芫根加工厂作为扎坝大峡谷特

色元根产业实训基地续建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重点工

程，为破解扎坝片区芫根产业‘有

资源无规模、有产品无品牌’的发

展瓶颈，推动特色农产品增值增

效。”道孚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

总投资694万元，建设内容分为两

大板块。其中360万元用于厂房建

设和设备购置，未来将配备芫根清

洗、切片、烘干等现代化生产线；

334万元用于种植配套，计划发展

元根种植 529 亩，为农户提供种

子、肥料补助222.91万元，并配套

建设17000米网围栏。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加工芫根

可达105吨，将通过深加工使产品

附加值提升3至5倍，加工厂将为

村上提供 10 余个就业岗位，让村

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杨孟双

道孚芫根加工厂即将竣工

电力工人接通应急帐篷用电。

康定冷嘎措“日照金山”景观。

本报讯 近日，理塘县格聂镇民

宿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共同打造政策

牌、市场牌、场景牌、产业牌、潮流牌

“五张牌”，凝聚行业力量、规范经营

管理、提升服务品质，构建“民宿抱

团”融合发展新格局。

格聂镇聚焦民宿产业发展痛点，

整合辖区内 97 家民宿、酒店和藏民

居经营主体，牵头成立民宿协会，旨

在打破单打独斗格局，形成发展合

力。协会设立协调服务、品质提升、营

销推广 3 个专项工作，明确“资源共

享、客源互荐、标准共建、品牌共塑”

的合作原则，同步制定格聂镇民宿酒

店行业标准，推动民宿经营从“粗放

式”向“精细化”转型。

据了解，格聂镇民宿协会以“融

合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实施民宿

品质提升工程。联合州金融监管局、

县文广旅局、县农商银行开展会员培

训，内容涵盖加入协会政策指引、金

融政策支持、专业技能赋能等。同时，

推动民宿与本地手工艺人和牧民合

作，在客房布置、伴手礼开发中融入

民族非遗元素等。

“我们将整合民宿协会资源，统

一设计‘格聂星级民宿’视觉标识，

制作旅游线路宣传手册及短视频合

集，设立不同星级等级，联动周边景

区（格聂神山、冷谷寺）推出‘住宿+

徒步’‘住宿+非遗体验’捆绑产品，

争 取 年 内 实 现 民 宿 入 住 率 提 升

30%。”理塘县格聂镇民宿协会会长

梁敏说道。

格聂镇将依托民宿协会纽带作

用，促进民宿与旅游、农业、文化等产

业深度融合。引导民宿收购本地集体

经济的青稞、蜂蜜、野生菌、花卉等农

特产品，开发“民宿厨房”体验项目；

联合牧区推出“民宿+牧场体验”，让

游客体验牧民的一天，比如挤牛奶、

制作酥油等活动；结合格聂转山文

化，打造“转山驿站休息站”，增加百

姓收入来源。现岗波庄园主打藏族文

化体验，将早餐准备为藏式糌粑，目

前反响甚好。

“下一步，格聂镇将以民宿协会

为载体，持续完善基础规则、设施配

套，推动民宿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

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理塘

县格聂镇党委书记格绒次乃表示，以

协会为纽带的“格聂蓝图”正以民宿

为支点，撬动全域文旅资源整合，让

高原的星空与烟火，共同绘就乡村共

富的新图景。

常孝雯 叶强平

理塘县格聂镇成立民宿协会

打好“五张牌”共谋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