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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传 真

本报讯“刚来时高反折腾

人，夜里总睡不安稳；现在好

了，买氧用氧都方便，生意做着

更顺心了。”在色达生活了7年，

望着店里备好的一罐罐氧气，

来自南充的餐饮店老板胥小春

满脸笑容。

近年来，色达县科技“造

氧”、生态“增氧”、防治“护氧”，

以三重发力打造“高原氧吧”，

让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生命

禁区”有了“呼吸自由”的底气。

在色达县色柯镇姑咱村，

科技赋能“造氧”正火热推进。

走进色达县制氧站，液氧在管

道中奔涌，每年 5 万瓶医用氧

从这里产出，顺着供应链流向

大小商铺。

为提升供氧能力，该车间

新建高效液氧空分系统和智能

化便携式氧气呼吸器生产线，

预计今年 8 月，这条年产 100

吨液氧、100 万瓶便携氧的生

产线将正式启用。届时，十多种

供氧产品将遍布国道317、318

沿线，入驻康定、稻城、理塘、甘

孜等地的销售点，液氧储存达

27 吨的液氧配送中心也将建

成，色达县及我州医疗机构、居

民社区、旅游景点等将拥有高

纯度的医用氧保障。

色达县城往东南方向的山

坡上，碳汇开发正以“增氧”方

式发力。7580 亩“碳中和林”

里，三年前栽下的云杉已长到

两人高。这片由顺丰公益、中金

公益投入3300万元建成的“绿

色银行”，100.96 万株苗木成

活率超90%，每年能吞下2956

吨二氧化碳，相当于3000辆汽

车一年的排放量。

“‘碳中和林’的实施，可以

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释氧

能力，也在生态保护修复、推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色

达县林草局规划改革发展股负

责人胡敏介绍说。

除科技“造氧”、生态“增

氧”，色达县还通过防治污染

“护氧”。在色达县环境监测

站，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让人

安 心 ：PM2.5 浓 度 同 比 降 了

58.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

始终保持 100%，环境质量综

合 指 数 在 全 省 排 名 跃 升 11

位。这背后，是秸秆、农膜分别

为 95.3%、85.2%的回收率，更

是对每一缕洁净空气的较真

守护。

色达县“高原氧吧”建设，

不仅让当地群众和游客朋友们

呼吸更畅，也让更多的“胥小

春”看到了“在高原扎根”的可

能。随着供氧保障日益完善、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这片土地正

以更具活力的姿态前进。

全媒体记者 唐闯

兰色拉姆 卢雪英

从“缺氧”到“造氧”

色达县三重发力
迈向“呼吸自由”

本报讯“以前背街小巷照

明不好，晚上走都有点害怕，现

在天天能看到民兵巡逻，心里

踏实多了！”家住理塘县格聂社

区的尼玛泽仁感慨道。

近日，理塘县高城镇组织

民兵队伍深入辖区背街小巷开

展常态化巡逻工作，以实际行

动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提升群

众安全感、幸福感与满意度，让

“迷彩绿”成为街巷间一道坚实

的安全屏障。

巡逻工作中，高城镇累计

出动民兵33人次，巡逻覆盖背

街小巷5条、里程5公里。巡逻

期间，民兵们采取“步巡+车巡”

相结合、定时巡逻与不定时巡

查相补充的方式，重点对流动

人口聚集区、老旧小区、治安复

杂区域等进行巡查。现已排查

安全隐患2处，协助调解邻里纠

纷3起，为群众提供应急帮助2

次，并积极向居民宣传防火、防

盗、防诈骗等安全知识，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10余份，普及群众

达2000余人次，切实提升了群

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下一步，我们镇将持续深

化民兵巡逻工作机制，不断优

化巡逻路线和时段，强化与公

安、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联

动，充分发挥民兵‘平时服务、

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作用，

用实际行动守护理塘城区的平

安和谐，为群众营造更加安全

稳定的生活环境。”理塘县高城

镇武装部负责人表示。

郎仲霖

“迷彩绿”织密“安全网”
理塘县高城镇民兵常态化巡

逻背街小巷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我州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部

署，炉霍县以“全域无垃圾”行

动为抓手，通过建立常态化工

作机制、强化督查整改，持续擦

亮生态底色，为群众打造舒适

宜居的生活环境。

据悉，炉霍县“全域无垃

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县委、

县政府统一安排，已将每周五

下午固定为全县“全域无垃圾”

大扫除日，并通过不定时抽查、

常态化督导，确保行动落地见

效。这一机制的建立，不仅让环

境整治从“突击式”向“常态化”

转变，更推动形成了“人人参

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近日，县“全域无垃圾办”联

合爱卫办、融媒体中心对各乡

镇、机关单位大扫除情况开展专

项督查。从检查结果来看，全县

公共区域、河道沿岸及办公场所

整体卫生状况良好，环境面貌持

续改善，但仍有部分区域存在卫

生死角。针对发现的问题，督查

组已现场反馈并责令相关单位

限期整改，确保“发现一处、清理

一处、巩固一处”。

“环境整治没有完成时，只

有进行时。”炉霍县“全域无垃

圾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严格按照州、县工作要

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组织协

调，以“钉钉子”精神巩固整治

成效，推动“全域无垃圾”行动

向纵深发展，让干净整洁的环

境成为炉霍高质量发展的“亮

丽名片”，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与获得感。

四郎彭措

炉霍县常态化推进“全域无
垃圾”行动

筑牢生态宜居屏障
新风赞

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过程中，我州将作风建设成

果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紧扣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

系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指示，通过“调研

—规划—落实”闭环机制，创新打造高

原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目前，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网络正在雪域高原全

面铺开。

夏日暖阳下，悠扬的歌声从甘孜县

中心敬老院传来，71岁的麦朵老人正开

心歌唱。工作人员翁姆介绍，麦朵是位很

“潮”的老人，每天早上都会在网络平台

上给大家问好。入住敬老院11年，她见

证了高原养老服务的迭代升级。“我在这

里感觉特别好，每天都有猪肉、牛肉、蔬

菜，晚上还会有面块儿、包子、饺子。”

甘孜县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翁姆

向记者介绍：“我们会在节假日的时候

定期组织一些文娱活动，组织老人跳锅

庄，一起玩儿游戏等等。”

这座承载38位特困老人幸福晚年

的院落，传统照护正与现代科技深度融

合。13名专职工作人员既是照护者又

是家人，他们不仅保障了老人们的基础

生活，更用各类文娱活动滋养着老人们

的精神世界。距中心敬老院1公里处，

占地20亩、投资4770万元的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未来，特困

老人可免费申请入住，社会老人也能享

受“菜单式”服务。该中心建成后，将与1

个县级中心、2个片区机构、21个乡镇

站点形成联动网络，为1207名特殊困

难老人配备“云端守护者”。

在道孚县敬老院，院长小热登正带

着老人们跳弦子舞。这位“全国敬老爱老

助老模范人物”，数十年如一日为62位

老人建立“幸福档案”，他常年精心照顾

老人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扬。道孚县敬

老院老人张福寿满脸幸福地告诉记者：

“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关心、很爱

护，我们的生活既开心又快乐，很幸福。”

通过对全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调研，相关部门建议鼓励社会力量探索

多样化养老服务模式，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代购等便

捷服务，开展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需求。在持续提升养老服

务效益方面，我州鼓励社区养老服务综

合体和老年助餐点打捆运营，建立“个人

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

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

推动老年助餐服务站点可持续发展。每

天中午，甘孜县为老服务中心窗口前总

排起长队，厨房里，厨师们正忙碌地准备

午餐，红烧肉、酥油茶的香气扑鼻而来。

甘孜县为老中心工作人员李昌均

向记者介绍道：“现在每天有一百多人

在这里来吃饭，80岁以上的我们总共

接待了 30 多个，96 岁的接待了一个，

60岁以上的就多了，现在系统里面有

500多人。”

在为老中心就餐，80岁以上老人

免费，60岁以上老人只需要十块钱，今

年83岁的洛绒尼麦就是这里的常客。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

州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2.59 万

人，老龄化率为11.37%。全州投运养老

机构40家，共有床位3724张，现有入

住老人1223名。现有21个社区养老服

务综合体、9个老年助餐网络、85个日

间照料中心，州级老年大学1所、县级

老年大学18所。

近年来，我州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和

老龄工作，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甘孜州养老服

务发展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系列文

件，精心制定《甘孜州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同时将需要改进的问题同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不断提升民政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

水平和服务能力，让“养老”变“享老”，

让“夕阳红”的色彩更加鲜艳亮丽。

从“养老”到“享老”

我州绘就“养老孝老敬老”新时代幸福画卷
◎全媒体记者 李强 黄炼 马俪伲 文/图

敬老院生活比蜜甜。

本报讯 近日，德格县应急管理局

下属地方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副队长旦

珠彭措和队员泽翁、冲旦珠，在执行日

常安全巡查任务时，发现一对游客夫

妇因意外受伤被困，三人立即展开紧

急救援。旦珠彭措率先上前评估两名

游客的伤情，确认伤势后，立即和泽

翁、冲旦珠启动救援。为争取救治时

间，队员们克服高海拔环境困难，高

效、专业地将伤者安全转运至最近的

医院。转运过程中，队员们始终保持着

高度的责任心和对受助群众的深切关

怀。事后，旦珠彭措同志仍主动关心询

问其恢复情况，展现了应急队员良好

的职业素养和为民服务的真挚情怀。

“他们一路上对我们嘘寒问暖，后

面还专门打电话来关心我们身体的恢

复情况，展现了应急队员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为民服务的真挚情怀。”获救游

客对三位队员表示万分感激，并特意

寄来感谢信，高度赞扬他们是“专业的

守护者”与“生命中珍贵的人”。

德格县应急管理局党委表示，将

以此次救援为契机，深化重点路段的

常态化巡查力度，强化高原救援技能

培训，织密日常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

动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德格县应急管理局 供稿

“你们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人”
德格县应急救援队暖心救援获游客感谢信点赞

德格县应急管理局温馨提醒广大

骑行爱好者：

一是行前充分规划。详细了解路

线长度、海拔变化、路况难度，评估自

身体能与经验是否匹配，避免挑战远

超自身能力的路线。

二是备足应急物资。携带超预估需

求的水和高能量食物，准备基础应急药

品、保暖衣物、备用电源及可靠通讯设备。

三是告知行程信息。务必向亲友告

知详细骑行计划、路线及预计返回时间。

四是量力而行，及时休整。途中密

切关注自身体能状态，一旦感到极度

疲劳或不适，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休

息，切勿强行坚持。遇到困难，及时寻

求帮助。

相关链接

民生聚焦

本报讯 今年来，我州盯紧盯牢

粮、肉、果、蔬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核心任务，以硬核政策护航生产、以精

准举措激活效能，全方位筑牢民生保

障底线，让群众的“米袋子”更满、“肉

盘子”更稳、“菜篮子”更丰。

我州打出“稳面积、提单产”组合

拳，双轮驱动让“米袋子”鼓起来，力促

粮食生产量质齐升。紧扣“小春抢收、

大春抢种”关键节点，顺利完成6.39万

亩小春粮食收割，总产量达1.57万吨；

同步推进 96.7 万亩大春作物栽种，为

全年粮食丰收夯实根基。政策红利持

续释放，下达种粮大户补贴 2474 万

元、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6863.8 万

元，既稳住农民种粮积极性，更为粮食

生产注入强劲动力。

为了让全州群众端牢“肉盘子”，我

州依托生猪一次性救助、能繁母猪补

贴、牦牛出栏奖补等政策支撑，双抢发

力让“肉盘子”稳起来，全力推进“抢出

栏、抢补栏”双抢行动。及时下达各类牲

畜存出栏奖补资金404.8万元，有效推

动畜禽生产活力，推动生猪出栏12.2万

头、牛出栏20.52万头、羊出栏5.32万

只、禽出栏7.59万羽，猪牛羊养殖大型

场（户）加快补栏节奏，累计补栏1.72万

头（只），为后续供应储备充足后劲。

此外，我州以“稳面提质”为抓手，

双保并举让“菜篮子”丰富起来。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新增蔬菜（含

食用菌）基地 1110 亩，带动产量达到

7.96 万吨。加速推进大渡河流域有机

水果产业带建设，扩大酿酒葡萄种植，

丹巴、康定、泸定等地种植苹果、樱桃、

枇杷等特色水果15万亩，新增水果基

地 1682 亩、新建酿酒葡萄基地 1400

亩，以樱桃、枇杷、桃子为主的水果产

量3490余吨。

任洋

“米袋子”满、“肉盘子”稳、“菜篮子”丰

我州稳产保供交出“三丰收”答卷

本报讯 连日来，丹巴县人民医院

秉持“民生项目人民定、惠民举措群众

评”宗旨，高效落实民生票决项目。通

过“组团式”医疗帮扶与残联政策协同

发力，成功为25名患者实施白内障复

明手术、24名患者实施膝关节置换手

术。其中12例膝关节手术患者通过县

残联专项补贴实现全额减免，切实将

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幸福账单”。

为确保项目精准覆盖，今年以来，

丹巴县人民医院联合县残联、乡镇卫

生院开展全域筛查，通过入户走访、乡

镇义诊建立患者档案，最终确定90例

白内障和46例膝关节置换手术名单。

手术实施中，依托“组团式”医疗帮扶，

特邀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成都市第

二人民医院专家全程指导，有力提升

县医院团队能力。项目首次引入国内

成熟先进的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及

微创膝关节置换术，显著提升效率，单

例膝关节手术时间缩短至40分钟，患

者术后24小时即可下床活动。

目前，民生票决项目剩余任务正

有序推进，包括65例白内障手术与34

例膝关节置换手术。患者经医保报销

和补助后，膝关节置换手术自费约

2000元，白内障手术自费约500元。

从“民有所呼”到“政有所应”，丹巴

县人民医院以民生项目为纽带，用技术

温度与政策力度展现了新时代医疗惠

民的生动实践。该院院长曾昊表示：“我

们将持续深化医疗改革，通过精准施

策、创新服务、技术下沉，书写新时代医

疗惠民的崭新答卷，让丹巴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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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清单”变“幸福账单”
丹巴县以精准医疗帮扶+政策减免书写医疗惠民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