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 地 传 真

县市融媒 5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娅灵 版式编辑 边强
新闻热线 0836-7777365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本报讯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巴塘县热闹的夜间经济拉开帷幕。

作为川藏线重要节点和文化旅游

重镇，巴塘县立足地域特色，推动

“夜食、夜购、夜游、夜娱”融合发

展，不仅丰富了市民、群众的夜生

活，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夜色中的巴塘，烟火升腾，消

费热情处处涌动。从城市主干道

到特色街巷，市民与游客穿梭其

间，在寻觅地道美食的同时，也沉

浸于浓郁的巴塘文化氛围之中。

牛肉汤锅的醇厚、烧烤的焦香，混

合着冰镇饮品的清爽，构成了独

特的夜间味觉图谱。

“巴塘的风景让我印象深刻，

姊妹湖、措普沟美得让人震撼，县

城装饰得也很漂亮，晚上比我想

象中更热闹，希望大家有空都来

巴塘玩儿。”来自成都的游客钟小

珂说，姊妹湖的壮阔与县城夜生

活的热闹，构成了他对巴塘的双

重记忆。

文化活动是夜间经济的灵

魂。每晚七点，中山广场上便响起

欢快的弦子，身着藏装的群众与

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起舞。灯光

下的笑脸与建筑上的鎏金装饰交

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热闹祥和的

夜生活画卷。

繁华的景象离不开巴塘人对

夜间环境的精细维护。即便夜色

渐浓、人流不息，县城的环境卫生

依然保持整洁。如今，夜色中的巴

塘正以蓬勃的夜间经济为引擎，

用烟火气与文明度交织的独特魅

力，持续释放高原城市的活力。

罗恒 伍藻原 益西吉村 文/图

新“夜”态燃动“夜经济”
巴塘县“四夜经济”点燃川藏线不眠灯火

当下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的

季节，野生菌鲜嫩诱人，但误食有

毒野生菌导致中毒的事件也进入

高发期。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的

生命健康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

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泸定县

磨西镇老街社区近期开展了野生

菌食用安全宣传活动，为居民的

“餐桌安全”保驾护航。

社区工作者们本着“早预防、

早宣传、早教育”的原则，到辖区

内的餐饮场所和居民家中，开展

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工作。针对

餐饮单位，工作人员重点强调了

不采购、不加工、不售卖来源不明

野生菌的要求，督促经营者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餐

饮环节的野生菌食用安全。

而在入户宣传时，社区工作

者们更是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

有毒野生菌的识别方法、误食后

的中毒症状及应急处理措施。他

们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展示有毒

野生菌图片、现场解答居民疑问

等方式，让居民们直观地了解到

野生菌中毒的危害和预防要点。

“以前觉得长得不好看的野生菌

应该没问题，听了你们的讲解才

知道，好多有毒的野生菌外表和

可食用的特别像，以后可不敢随

便采来吃了。”一位居民在听完宣

传后说。

截至目前，本次宣传活动已覆

盖80户商家、120户居民、600余

人次。通过广泛宣传，社区居民对

野生菌的辨别能力和安全防范意

识得到了显著提升，餐饮单位也进

一步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织

密了社区居民的“舌尖防护网”。

泸定县磨西镇政府供稿

野生菌食用有风险
泸定县磨西镇老街社区织密“舌尖防护网”

为切实加强对困境儿童、流

动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的关心

关爱，成都师范学院派驻道孚县

下拖乡德吉村、下瓦然村驻村干

部主动作为，联合该校物理与电

子工程学院学生教育部样板党支

部，组织“微尘公益”志愿服务队，

为道孚县下拖乡学子送上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暑期科普盛宴。

“同学们仔细看，这款车的外

形和哪种动物相似？”7月18日，

在下拖乡德吉村活动室内，36名

中小学生异口同声喊出“鱼！”邓

芹老师手持触控笔，指着大屏幕

上的车型演变图娓娓道来，孩子

们的目光紧紧追随，活动室里不

时响起阵阵互动问答声。

这场“汽车进化论·科普进乡

村”活动，是驻村干部精心策划的

科普支援行动第二期。通过演示、

实验、互动、“手搓”声控小车等生

动形式，孩子们从世界第一辆蒸

汽车——居钮蒸汽车，到世界首

辆内燃机汽车——奔驰一号，再

到“国产之光”红旗汽车，一步步

追溯汽车工业的发展脉络，沉浸

式感受科普活动的独特魅力。

“原来第一辆奔驰是三个轮

子的，兰博基尼创始人以前是造

拖拉机的！”曲尼瓦姆小朋友兴奋

地分享收获，“车身从马车、无马

马车，演变成箱形、船形、楔形

……长大后我要造一辆适合道孚

地貌，能躲避地质灾害的多功能

汽车！”

“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

德吉村党支部书记感慨道，“不仅

给村里孩子提供了暑期学习的机

会，更让他们直观了解了汽车演

变的历史，在心里埋下了探索科

学的种子。”

据了解，道孚县将持续探索

科普活动与学校、博物馆的联动

模式，推动更多优质科普资源走

进乡村、融入课堂。通过丰富多样

的“七彩假期”活动，让留村小学

生在趣味中感受科技魅力，激发

科技创新兴趣，主动探究身边事

物蕴藏的科学奥秘，为乡村少年

的成长之路点亮科学之光。

道孚县下拖乡德吉村驻村工

作队供稿

成都师范学院送消“暑”
科普到道孚乡村课堂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艺术赋能绘新景
产业增收促振兴

走进黄烟村藏族群众四郎泽西

家，土黄色的藏式民居里，精美的雕

花木窗格外醒目。屋内，手工编织的

羊毛毯色彩斑斓，擦得锃亮的铜制炊

具在炉火泛着温暖的光泽，无不彰显

着浓郁的民族特色。“现在房子亮堂

了，日子也红火了！”四郎泽西的笑容

里藏着乡村振兴带来的生活变迁。这

些充满民族特色的生活场景，既承载

着传统文化记忆，更展现出高原村寨

的发展活力。黄烟村的变迁，正是新

时代民族地区发展的缩影，是“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政策

的鲜活注脚。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生

活场景，既是传统文化记忆的活态延

续，更是高原村寨在时代浪潮中砥砺

前行的见证。

“‘幸福木拉 振兴画卷’活动意

义非凡，特别是高校和摄影协会的参

与助力，为涉藏地区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驻村队员徐建华说，这些参与者

用镜头定格下错落有致的新村寨、青

稞满仓的田野、牧民骑摩托赶牦牛的

鲜活场景，再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网络平台传播出去——这不仅让外

界看到涉藏地区不止有雪山、草原的

自然之美，更有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

面貌。在黄烟村驻村队员徐建华看

来，这样的关注与传播价值深远：“既

为当地引来了游客、拓宽了销路，更

让乡亲们真切感受到，祖祖辈辈生活

的家园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

这份认可让大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也让大家跟着党走、齐心奔振兴的劲

头更足了。”

云卷云舒，绿草茵茵。在曲呷村

理塘富民生态禽畜养殖专业合作

社，藏鸡在草地中扎堆觅食，一旁的

保温鸡房整齐排列。“我们这里的

鸡，吃的是高原中草药，喝的是姜

汤、山泉。”负责人康穆桑梅朵详细

介绍着合作社的“生态经”。针对高

原温差大、疾病防控的难题，她带领

团队用蒲公英、车前草预防鸡瘟，秋

冬时节熬制姜汤为鸡群驱寒，全程

采用中草药防病防疫。这种“土法＋

科学”的养殖模式，让藏鸡产品贴上

“绿色标签”。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合作社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链，不

仅每年为当地提供 500 余个就业岗

位，同时实现了年产值260万元的目

标。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线上+线下”

模式创新，合作社的产品已走向全

国，线上销售已成为重要增长点，村

民收入大大增加，许多村民表示“在

合作社里一起搞养殖，比以前单打独

斗好多了”。

党建引领聚合力
实干兴村固根基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推动优质党建资源跨区域

交流互鉴，7 月 14 日，创作团队持续

在木拉镇开展党建专题调研活动，实

地感悟基层党组织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

垒作用。

创作团队走进木拉镇作尼村，全

程参与该村党支部专题党课。驻村第

一书记朱江紧扣甘孜州“作风提升

年”部署要求，以“党员带头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党群联动修缮泄洪沟渠”

等鲜活案例，生动诠释了作风建设在

雪域基层的具体实践——通过“干部

干在实处、群众看在眼里”的良性互

动，让“为民服务”从理念转化为家家

户户可见可感的成效。

在作尼村村民勾呷四郎家中，传

统藏式民居的堂屋正中，《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与唐卡风格的国家领导人

画像相映成辉，橱窗里“感党恩、爱祖

国”的标语格外醒目。这些细节生动

展现了藏族同胞将对党的深厚情感

融入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也印证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

的深度浸润。

在哈拉村，66岁的参战老兵罗绒

甲央向调研团队讲述了 16 岁参军、

投身反击战的峥嵘岁月。“枪林弹雨

中，心里只有‘保家卫国’四个字。”老

人抚摸着褪色的退伍证，回忆起退伍

后担任村队长的12年，他始终以“为

群众多办一件事”为己任，用朴实行

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午后，创作团队来到卡下村与该

村第一书记其美郎加深入交流，“在我

们村的老党员的言传身教下，‘对党忠

诚、服务群众’的红色基因在卡下村代

代相传。”其美郎加如是说。在该村藏

香猪养殖场，创作组实地考察党建引

领产业发展成效。其美郎加介绍，村党

支部牵头探索“合作社+农户”模式，通

过“党员带头入股、群众积极参与”，带

动全村23户农户发展藏香猪养殖，年

出栏量达300余头，户均年增收超1.2

万元。看着圈舍里膘肥体壮的藏香猪，

大家深切感受到，正是党组织的坚强

引领，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定

增收的“致富引擎”。

此次跨区域党建调研，不仅是一

次初心使命的重温，更是一场实践经

验的互学。正如参与活动的师生代表

所言：“从基层党员的实干担当到产

业振兴的生动实践，雪域高原上的每

一个故事，都彰显着党建引领的强大

力量。”

当前，木拉镇正以“作风提升年”

为契机，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

能，让党的惠民政策如春风化雨，浸

润木拉的每一个角落，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持久动力。

基建焕颜惠民生
蓝图绘就向未来

7月15日，创作团队走进木拉镇

人民政府，认真听取副镇长俄木金作

关于木拉镇基层工作的概述，深入了

解这个高原小镇在乡村振兴下的幸

福生活。

木拉镇平均海拔 3500 米，辖 16

个村984户。“过去是泥巴路、手扶拖

拉机，现在柏油路通到家，四轮车户户

有，客运站建起来，邮政送到门口。”俄

木金作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变化。据介

绍，木拉镇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基层治理、强

推基层建设，全镇16个行政村的基础

设施焕然一新。“传统藏屋的独木楼梯

变成了宽敞便捷的安全梯；并入国家

电网后，蜡烛再不是必需品；夯实安全

饮用水工程，寒冬腊月也能用上稳定

的水。”俄木金作说道，“以前大雪封

门，出院子都难，现在入户路修到家门

口，再不怕风雪拦路。”入户路、化粪

池、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的完善，让村

容村貌彻底变了样。

“2005年取消农业税，惠民资金

发到手里，湿地补助落实到位；适龄

儿童一个不落全上学；垃圾专人清

运，村道天天干净；‘有困难找党员’

成了村民的习惯，村‘两委’活动中心

成了大伙最爱去的地方；510户群众

搬进县城新家，孩子上学、老人看病，

样样都方便……”俄木金作动情地

说，“未来的探索中，我们将进一步强

化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

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提供更多的高

原样本。”

“我们要让农牧民的幸福像格桑

花一样，在高原上绚烂绽放。”木拉

镇党委书记邓珠彭措的话语里满是

豪情。他表示，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

化政校企协同合作，系统整合教育、

文化、产业等优质资源，推动“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愿景，在

这片高原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如今，行走在木拉镇，乡村振兴的

壮美画卷正伴着红旗的律动与青稞

的清香，在雪域村寨徐徐铺展。

产业赋能 党建铸魂 基建筑基
多校联动记录理塘县木拉镇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本

◎黄威 叶强平 文/图

为积极响应理塘县

“幸福木拉·振兴画卷”乡

村振兴文化创作展演活

动，7月12日至15日，西

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语润天空城”三下乡

实践团队联合成都市新

都区摄影艺术协会、中国

传媒大学优秀毕业生代

表、四川民族学院在校师

生等组成创作团队，深入

理塘县木拉镇，用镜头和

笔触记录雪域高原的乡

村振兴故事。

图为创作团队了解藏香猪养殖。

图为创作团队了解藏鸡养殖。

图为创作团队到勾呷四郎家中了解情况。

街道烟火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