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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泥石流撕裂了丹巴县

半扇门镇阿娘沟一村的肌理。如今，

22℃的清凉山风却为这座灾后重

建的移民安置点注入了新的生命脉

搏。伤痕累累的土地，正蜕变为盛夏

“候鸟家庭”争相栖息的避暑天堂。

走在村里水泥路上，清凉惬意

扑面而来。新建小楼门口挂起“民

宿”招牌，院里晾晒的腊肉、刚摘的

黄瓜茄子透着浓浓农家味。这份“天

然冰箱”般的温度，成为吸引游客的

核心资源。

来自重庆的杨宁一家是阿娘沟

一村最“资深”的租客，已连续第九

年来此避暑。每年六月刚过，他们便

如迁徙的候鸟般准时抵达。“去年我

们来丹巴玩的朋友有接近二三十个

人，今年我们还是要待到九月底。”

杨宁说，“丹巴地理优势好、空气好

温度又合适，下午老年人就睡会儿

觉，年轻人打打牌；晚上和朋友跳会

儿舞、唱会儿歌、喝点酒，在这生活

很舒服。”

如今，杨宁一家早已把这里当

成了第二个家。杨宁迷上了房东家

的菜园子，每天上午去地里摘黄瓜、

掐空心菜；父亲成了河边的常客，扛

着鱼竿一坐大半天，钓上小鱼还会

与村民交流饵料秘方；母亲则最爱

在家捧着电吹管吹奏老歌。

阿娘沟一村的蜕变，为村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村党支部书

记冯兴富表示：“从旅游这个角度来

看，我们（村）还是分到了一杯羹，因

为游客在我们这住下来了。”他介

绍，村支部总结的经验是：“不仅仅

要围绕行有保障、购有商品、玩有场

所，最关键的是要有良好的村风和

淳朴的民风，让游客喜欢来我们这

里，并且来了就能够坐得住。”

从“移民村”到“度假村”，阿娘沟

一村的变迁生动印证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当村民的土灶台升腾

起游客的笑语，当灾后伤疤被奋斗抚

平成希望，这座高山小村正依托得天

独厚的清凉资源，开启一条生态保护

与乡村振兴的共富新路，并交出了一

份温暖而坚定的答卷。

灾后新生地发展“凉”经济
丹巴县阿娘沟一村夏日迎客忙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保民生的决

策部署，乡城县坚持“就业优先、民

生为本”工作主线，聚焦重点群体就

业需求，通过精准施策、岗位开发、

服务升级等举措，构建多层次就业

帮扶体系。

锚定民生目标，就业促进成果

丰硕。将就业工作置于民生保障首

要位置，严格落实稳岗就业政策，全

力推进年度目标任务。截至6月底，

城镇新增就业 169 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56.33%；帮助8名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达成目标任务的

53.33%；促进 3 名就业困难人员成

功就业，完成率达 60%；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4.2%以内。

聚焦特殊群体，精准施策分类

帮扶。充分整合乡村两级就业服务

资源，建立“数据比对+覆盖摸排”

双轨机制，对全县 158 户失能人员

家庭开展动态监测。建立包含年

龄、学历、技能等要素的就业帮扶

台账，实施“一人一策”精准服务。

截至 6 月底，已累计开展个性化就

业指导 88 人次，组织技能培训 90

人次，开发就业见习岗位 5 个，通

过企业吸纳、公益岗位等渠道帮助

117人实现就业。

强化兜底保障，巩固岗位安置

效能。完善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制

度，实行“岗位需求评估—人员资格

审核—动态考核退出”闭环管理，同

时持续发挥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功能，动态优化岗位设置。2025 年

全县公益性岗位规模稳定在 263

个，其中城镇96个、农村167个。上

半年发放岗位补贴200.12万元，切

实发挥就业兜底保障作用。

搭建见习平台，破解青年就业

难题。充分挖掘就业见习资源，通过

政策宣讲、主动对接，引导县域内优

质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参与

就业见习基地建设。今年新认定 5

家就业见习单位，新增见习岗位10

个，累计建成就业见习基地 26 家，

开发岗位 77 个。组织 42 名未就业

青年参加见习，发放补贴49.618万

元。通过“以训代岗”模式，帮助青年

群体积累实践经验、提升职业技能，

有效缓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

县人社局

乡城县靶向发力

织密就业帮扶保障网

本报讯 近年来，白玉县章都乡

玉桑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以

党建引领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抓

手，以民生改善为根本，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通过定期走访制度，党员

干部深入村民家中解难题、办实事。

同时，实施干部学历提升计划，3名

村干部参与学习，并储备5名年轻后

备干部，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在产业发展方面，玉桑村集体

经济呈现“多点开花”态势。雪菊产

业通过新增种植面积 20 余亩、优

化土地流转 20 余亩，预计带动集

体经济增收 10 万元；非遗文创产

业焕发新生，村内向县文广局争取

资金 20 余万元建成非遗手工作

坊，开发 10 余种文创产品，预计为

村集体经济创收 30 万元，并积极

探索“非遗+邻村特色”融合发展模

式；此外，村里还试种蕨麻 5 亩，预

计2年后增收20万元；盘活闲置资

源开办“服务区”式餐厅，预计年增

集体收入5万元。

民生改善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该村新建取水点1个、蓄水池3

个，铺设管道1.2万米，有效提升全

村 4 个村小组 117 户 438 人的日常

饮水质量。在就业增收方面，累计提

供务工岗位 1000 余人次，村民增

收 20 余万元，村集体增收 40 余万

元。村里还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网

络直播，拓宽农特产品销路，为村民

开辟新的增收渠道。

文化振兴为乡村发展注入灵

魂。玉桑村建成民族团结广场及40

米休闲坐廊，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通过协调省州县各级部门

捐赠爱心物资价值15万元，惠及困

难群众，传递温暖关怀。同时举办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藏历年迎新

晚会、“石榴籽杯”篮球友谊赛、“学

子反哺玉桑”等，进一步增强了村民

的凝聚力。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机制，带领村‘两委’班

子，团结全体村民，不断探索创新，

努力推动全村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

发展，让村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

好！”村党支部书记如是说。

县融媒体中心

白玉县章都乡玉桑村

坚持党建引领
推动乡村振兴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七月的康定，山川秀美，草木葱

茏，大自然慷慨献出“菌中瑰宝”松

茸，一年一度的松茸丰收盛宴启幕。

沙德、吉居、贡嘎山、普沙绒、甲根坝

5个乡镇的村民循时节踏入密林，采

挖“蘑菇之王”，开启了一年中最忙

碌也最满怀希冀的劳作。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康定市沙德

镇的山林间，生古村的邓比尼玛骑

上摩托车，沿着蜿蜒山路向卓库沟

出发。林间，松针与腐叶织就厚厚的

“地毯”，底下藏着无数沉睡的“珍

宝”。凭着几十年的采挖经验，他早

已练就了一双“透视眼”，不多时便

在落叶间发现一抹肉桂色——一朵

饱满的松茸正静静待在土里。他小

心翼翼地将木棍探入松针下的土

壤，轻轻一撬，连带着根部的腐殖土

将松茸完整托起。采完后，他小心拢

回松动的泥土，又覆上一层落叶，林

间便恢复了最初的静谧，仿佛从未

有人踏足过这片秘境。这是当地延

续多年的规矩，为的是守护松茸赖

以生存的菌根，让山林年年有“珍”。

康定松茸，是大自然对沙德的

偏爱。这里的松茸以菇体饱满肥硕、

肉质细腻柔嫩、口感鲜醇回甘闻名，

既是餐桌上难得的珍馐，更因独特

的药用价值成了市场上的“香饽

饽”。沙德能育出这般珍品，全仗天

赐禀赋，沃土丰饶、林海广袤，为松

茸铺就了绝佳的生态温床，也让这

里成了康定松茸的核心产区。

“每天天不亮出门，摸黑才回

家，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山路。”邓比

尼玛擦了擦额头的汗，眼里却闪着

光。被问起采过最大的松茸，他咧嘴

笑了：“有一斤半重呢！一斤多点的

也常见，五六两的更为普遍。”

村民们弯腰拾起的不仅是自然

的厚赠，更是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同

村的雷让泽让算起了“丰收账”：“去

年最多的一个月，我一天就采挖了

四十多斤松茸，村里其他人最少的

也有五六斤。现在鲜松茸市场价是

50到100 元一公斤，一年光采松茸

就能挣五六万元。”今年松茸季刚启

幕，他望着漫山密林，语气里满是期

待：“才刚开始呢，说不定后面能有

相当不错的收入。”。”

对沙德人来说，采松茸不仅是生

计，更是一种传承。沙德镇党委副书

记扎西泽仁介绍，从1986年起，松茸

价格逐年攀升，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

的“钱袋子”。每到松茸季，沙德片区

的采茸人都会往沙德镇赶，这里早已

成了康定市松茸最大的交易集散地。

在沙德镇“赵氏松茸行”内，赵

晓林正忙着分拣松茸。今年，已经是

他做松茸生意的第 27 个年头。“沙

德松茸一年能产 800 吨左右，论产

量在全国都能排得上号。”他捻起一

朵拳头大的松茸，“你看这品相，个

头大、肉质嫩、口感脆，产期短，就这

几个月最金贵。”更难得的是当地的

地理优势，雅康高速贯通、康定机场

通航后，新鲜松茸在24小时内就可

以到达成都市民的餐桌上。

松茸娇贵，保鲜是关键。赵晓林

给采松茸的老乡们定了条规矩：采

下的鲜松茸必须 4 小时内送到市

场。“我们这边早早备好冷链设备，

一收货就按大小、品相分拣，立刻送

进预冷库，保证让食客们品尝到最

地道的康定鲜松茸。”

来自云南的杨冰在沙德镇收茸

二十三年了，早已成了半个“沙德

通”。“这里的松茸密度高、硬度好，咬

一口又嫩又脆，味道是独一份的。”她

望着市场里往来的货车，满眼憧憬，

“真希望更多人知道沙德松茸，让这

山珍走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厨房。”

如今，现代物流正为这份“山珍

速递”插上翅膀。顺丰、京东在沙德镇

设下专属网点，冷链车随时待命。顺

丰的工作人员姜聪说：“我们开了两

个松茸专线班次，确保当天采的松茸

当晚就能发往全国。”京东网点负责

人丁真补充道：“高峰期一天能发2.4

吨松茸，都是带着山间的露水走的。”

四川松间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康自勇，被沙德松茸的品质所吸

引，今年特意把抖音直播团队带到

了沙德镇。望着市场里成堆的鲜松

茸，他信心满满，“今年销售额冲个

七八百万元应该没问题。”

据介绍，去年沙德地区松茸产

业收入突破 2000 万元。今年，沙德

镇整合 7 个村的合作社抱团发展，

目标直指3000万元。

山间的松茸还在继续冒头，这一

朵朵带着露水的“雪山精灵”，不仅鼓

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全国食客尝到

了大自然的馈赠。而随着产业链的完

善，这朵“雪山精灵”正从沙德出发，

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成为康定

递给世界的一张“鲜香名片”。

市融媒体中心供稿

本报讯 近日，总投资70万元，

涵盖科普展示区、研学实践教室、沉

浸式养殖体验区、蜂产品文创区等

功能板块的理塘高原特色蜜蜂产业

科技小院投入运营，助力“云端甜

蜜”走向更广阔舞台。

“随着健康消费理念普及，大家

对天然蜂蜜需求渐增，且更看重产

地和品质。雪域高原理塘环境独特，

能产出优质蜂蜜，但此前产业影响

力不足。建科技小院，就是想搭建平

台推广好蜂蜜，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项目负责人陈小娟介绍道。

理塘高原特色蜜蜂产业科技小

院通过实物陈列、多媒体演示等方

式，展示精准蜂群管理、智能蜂巢调

控等前沿技术及创新装备；借助抖

音、快手等平台，邀请本地养蜂人、

专家直播养殖和加工全过程，让消

费者直观感受理塘蜂蜜的原生态与

高品质。

小院还开设计了蜜蜂养殖深度

体验。游客可在专业指导下观察蜜

蜂习性、参与蜂蜜采集；蜜蜂认养项

目让游客拥有专属蜂群，实时了解

蜂群状况并收获蜂蜜；文创 DIY 活

动可利用蜂蜡等材料制作手工艺

品；依托318旅游线路开发的“甜蜜

318”项目，设有蜜蜂养殖科普体验

区供游客摇蜜、尝鲜蜜。

此外，科技小院以“理论+实操+

运营”模式，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复

合型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

“我是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如

今在理塘的养蜜厂工作，日常主要

协助养蜜人提取蜂蜜以及过滤出来

的蜜蜡，去做香皂和唇膏进行销售；

同时还向当地百姓普及基本的养蜜

知识。”卓玛青章说道。

理塘高原特色蜜蜂产业科技小

院以科技为翼，通过技术赋能、多元

融合，既打响了蜂蜜品牌，又激活了

乡村活力。“未来，我们会继续通过

直播等方式宣传，培育专业人才、扩

大产业规模，让理塘蜜蜂产业成为

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惠及更多村

民。”陈小娟表示。

根秋拉姆 叶强平 文/图

理塘县：科技小院酿出高原振兴“蜜”方

图为养蜂场。 图为向群众普及养蜂知识。

康定市松茸新鲜上市

山林藏珍“鲜”启丰收致富季

↑直播销售松茸。

→松茸喜获丰收。

◎格西泽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