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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州聚焦

“科技赋能、机制创新、责任闭环”

三大核心要素，通过构建“3+3”

责任体系、实施“四个 100%”防

护工程、打造“五维联动”教育模

式，形成制度完善、技术支撑、社

会协同的校园安全治理新格局。

构建“3+3”安全治理体系。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

落实”的责任链条，建立“专家

库+督导组+护学岗”三支专业队

伍，推动召开安全专题会议 12

场，联合9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整改隐患 622 项，实现安全责任

“零缺位”、隐患排查“全覆盖”。

实施“四个 100%”防护工

程。完成智慧食堂覆盖率100%、

安防设备在线率 100%、校车监

控接入率 100%、应急演练参与

率 100%，创新开发安全管理平

台 478 个，开展专项督导 20 余

次，整改完成安全隐患544处。

打造“五维联动”教育模式。

通过“课堂+网络+体验+家校+

法治”五维宣教体系，开展安全

教育活动 2800 场次，签订责任

书 24 万份，培育安全讲师 317

名，推送警示案例宣教活动 500

余场次。创新“互联网+明厨亮

灶”“人脸识别门禁”等多项智慧

安防应用。

谢跃

我州积极构建“大安全”
立体校园安全防护网

近日，四川音乐学院“川小音

推普筑梦团队”携手公益社团“多

背一公斤”到九龙县小金乡开展

为期15天的支教推普活动。

活动期间，“川小音推普筑梦

团队”的志愿者们将声乐、配音、

普通话、地理、手工、表演、舞蹈、

历史、故事编写等一系列精心设

计的课程带到孩子们身边。这些

课程不仅涵盖了孩子们日常学习

的多个领域，还注重培养他们的

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志愿者们

在课堂上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

肢体语言，将知识一点一滴地传

授给孩子们。他们耐心讲解、细心

指导，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支教期间，志愿者们还亲身

体验了当地独特的火把节文化。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支教推

普的实践，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与

碰撞。志愿者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

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孩子

们带来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体

验。他们不仅传授了知识，更传递

了爱与希望，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拓

宽了视野，丰富了假期生活。”小金

乡相关负责人说。

九龙县融媒体中心

用艺术和爱
为山区孩子筑梦

川音学子到九龙县小金乡开展支教推普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旅程让德格县三所乡村小

学的学生们兴奋不已。在四川民

族学院的精心组织与德格县教

体局的支持下，来自马尼干戈镇

曲西村窝公小学、汪布顶乡扎西

旦村小学、各麦村小学的孩子

们，首次搭乘飞机，跨越千里，

奔赴成都、巴中等地，参加了主

题为“同心筑梦·智启未来”的研

学夏令营活动。

此次活动是四川民院深化教

育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旨在为民族地区的孩子搭建

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平台。

本次研学活动以“红色铸魂、

沉浸体验、实践探索”为主线，行

程紧凑、内容丰富。交通本身即课

堂：从首次乘机俯瞰云海大地的

新奇，到感受高铁的平稳高效、地

铁“地下长龙”的便捷穿梭，多样

化的现代交通体验为孩子们打开

了认知外部世界的第一扇窗。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

陵园的肃穆氛围中，孩子们聆听

英烈故事，敬献鲜花，接受深刻的

爱国主义洗礼；走进川陕苏区将

帅碑林纪念馆，一块块功勋碑石、

一段段英勇事迹，让革命先辈的

豪迈气概与牺牲精神深深烙印在

孩子们心中；步入四川大学校园

和博物馆，高等学府的学术氛围

与人文底蕴浸润心田；探秘成都

自然博物馆，在生命演化的长河

中激发对科学的好奇；驻足四川

科技馆，互动体验让抽象的科技

原理变得触手可及，点燃了探索

创新的火花；徜徉成都动物园，近

距离观察多样生物，感受生命奇

趣与自然法则；漫步天府广场，于

城市地标中直观感受巴蜀文化的

深厚底蕴与现代活力。

为期一周的研学之旅，为这

些来自雪域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了

一扇眺望广阔天地的窗口，他们

在红色足迹中厚植家国情怀、在

科技殿堂里萌生探索渴望、在文

化浸润中增进民族认同、在实践

观察里感悟生命和谐。

四川民族学院此次精心策划

的夏令营，不仅是一次难忘的出

行，更是一次深刻的“行走课堂”，

它有效拓展了教育帮扶的内涵，

让优质资源惠及乡村学子，为他

们的成长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段

宝贵的经历，必将化作激励孩子

们筑梦未来、砥砺前行的精神财

富，也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助力

乡村人才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文/图

同心筑梦 智启未来
四川民院组织德格乡村学生到成都、

巴中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

学生们在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朗久：稻城县审计局派驻

金珠镇扎冲村第一书记

驻村信息

用脚步丈量民情

初到扎冲，我揣着民情日记本，

穿着厚底帆布鞋，开始挨家挨户走

访。村里97户人家，每一扇木门后都

是我需要了解的故事。高原的风刮在

脸上生疼，每爬高一点，呼吸就更急

促一分。但推开木门，扑面而来的酥

油茶香和火塘的暖意，总能瞬间驱散

严寒与疲惫。头三个月，两双帆布鞋

的前掌磨穿了洞，鞋帮沾着牛棚的草

屑、晒场的麦芒。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记着乡亲们的“小事”：多吉家的藏香

猪圈围栏缺了根木桩，阿佳家的温室

大棚塑料膜裂了口子……这些，就是

我最初的“民生账本”。

渐渐地，帮阿若奶奶记降压药日

期、清晨跟着赶牦牛、晌午帮着晒青

稞、傍晚围坐火塘听老人们讲故事，

甚至暴雨夜里陪着村医送药，都成了

我日常的一部分。裤脚沾着泥点草屑

是常态，墙角堆着磨破的手套。村口

的藏獒见了我开始摇尾巴，乡亲们打

趣说：“书记比自家娃还清楚院里几

头牛哩！”这份用汗水和真心换来的

信任，让我感到无比踏实。

用真心回应急难

去年七月，高原阳光正烈。一声

急促的呼喊打破了宁静：“书记！汪吉

家油锅起火了！”我抓起外套就往外

冲，远远看见汪吉家院子上空腾起的

黑烟。

七旬的汪吉老人为扑灭复燃的

火，不幸全身 40%严重烧伤。在重症

监护室外，他的妻子紧紧攥着我的

手，指甲几乎掐进肉里，声音颤抖地

说：“家里两个娃娃还在读书，这可咋

办啊？”我的心揪得生疼。立刻掏出身

上所有的钱，又带着工作队的同志马

不停蹄地跑县民政局、县红十字会、

保险公司。那几天，办公室的灯常亮

到深夜，打印机不停地吐出材料，我

们对每一笔能争取的救助政策都反

复核对，生怕漏掉一丝希望。当8000

元救助金终于送到汪吉妻子手中时，

她含泪将额头贴在我手背上，感激地

说：“奥朗久（好孩子），你真是我们的

‘格桑梅朵’（格桑花）啊！”那一刻，

“为民服务”四个字的分量，沉甸甸地

落在了我的心上——它不是文件里

的宏大目标，就是病床前掖好被角，

就是为救命钱跑断腿，就是让困境中

的人摸到一双温暖有力的手。

用实干蹚出富路

发展的瓶颈很快摆在了面前。

在讨论扩建藏香猪养殖场的村民大

会上，多吉大叔拍着桌子叹气：“大

车都进不来，说啥扩建都是空话！”

他指的是横在村口那 1.4 公里的烂

路。之后，我带着队员实地踏勘，卷

尺量过，笔记本上记满了刺眼的数

字：12 公分的路基沉降、4 处碗口大

的凹洞、200米长的碎石滩……这些

数字像针一样扎人。

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啃下这块硬

骨头。我们反复研究方案，图纸在办

公室里堆成了小山。终于，在一个清

晨，第一车混凝土运到了村口。全村

老少都扛着铁锹来了！连续11天，大

家昼夜奋战。我和施工队一起，要求

每一公分路基都用振动棒夯实，每一

块石头都码得整整齐齐。当平坦的新

路正式通车那天，多吉大叔激动地把

青稞酒举过头顶：“这条‘格桑花之

路’，是咱们的致富路啊！”

路通了，发展的步子就能迈开

了。我带着精心准备的藏香猪养殖场

扩建方案，一次次跑县里、州里汇报

协调。记不清修改了多少次方案，打

了多少通电话。最终，我们成功为扎

冲村申请到了2025年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82.43 万元。在村民大会上宣布

这个消息时，多吉大叔粗糙的大手紧

紧握住我：“路通了，猪场活了，扎冲

有盼头了！”这笔资金将用于新建一

栋标准化圈舍，改造提升原有圈舍，

添置保温设施和太阳能设备。

用治理焕发新颜

路通了、心齐了，发展的劲头更

足了。看着村里基础设施一天天改

善，我打心眼里高兴。还记得刚驻村

时，那个只有十平米、没公厕、缺广场

的简陋党群服务中心。这四年，通过

大家的共同努力，如今这里窗明几

净，新建的公厕解决了大问题，文化

广场成了夜晚最热闹的地方，弦子舞

的旋律常常飘荡在夜空。

更大的改变，来自于治理方式的

探索。我们坚持开“坝坝会党课”，用

乡亲们听得懂的话讲政策；建立了党

员“双联双带”机制，40名党员结对帮

扶97户群众，织密了防返贫监测网，

落实了养老、医保代缴政策，累计为

困难家庭争取到超过10万元的救助

金。老党员崩秋抚摸着胸前的党徽，

动情地说：“要让这党徽的红光，真正

映到群众的心窝里。”

藏香猪养殖场扩建稳步推进的

同时，村里的农业也迎来了丰收：

720亩高产黑青稞示范田长势喜人，

现代化收割确保了颗粒归仓；14 座

蔬菜大棚绿意盎然，藏绵羊养殖规

模突破150头。多业并举、共同发力，

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了

26%。看到曾经的贫困户况沙中呷家

收入排进了全村前十，土登吉称创

出了自己的藏香品牌，返乡青年壮

呷带着家人把农特产卖出了大山

……村民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和

金色的麦浪交相辉映。

暮色降临，文化广场的弦子舞

曲又响起来了。我坐在新修的木凳

上，翻开日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汪吉

小女儿送我的画：蓝天白云下，格桑

花丛掩映着崭新的藏家小楼，一位

戴着党徽的姐姐在门口微笑。翻过

画纸，背面是孩子用稚嫩笔触添上

的新图景——满载藏香猪的货车，

正稳稳驶过宽阔的“格桑花之路”，

朝着远方奔驰。

望着眼前灯火点亮的村庄，与

天际的雪山遥相呼应。我知道，扎冲

村的故事，关于奋斗、关于信任、关

于希望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新的一

页。而我，愿做一朵扎根在这片土地

上的格桑花，继续见证雪域家园更

加美好的明天。

格桑花开扎冲村

◎朗久 文/图

本报讯 近年来，甘孜县深入践行

“康巴党旗红·有事找党员”党建品牌理

念，以“红旗飘起来、身份亮起来、阵地

用起来、服务动起来、支部强起来”为抓

手，将党员服务触角延伸至生态保护、

文旅服务、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各个

领域，通过“红色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让“有困难找党员”成为群众共识，

让“服务群众”成为党员自觉。

在虫草采集季等关键节点，党员主

动扛起生态保护责任，用行动守护高原

净土。该县组建由180 余名党员骨干构

成的虫草山综合管理专班，划分 6 个

“党员责任区”、设立 5 个临时党支部，

构建“党委统筹——支部落实——党员

行动”三级体系。党员们每日清晨携带

藏汉双语版《草原保护手册》，深入帐

篷、草场开展巡山宣讲，用“挖虫草护草

皮”的通俗案例讲解生态保护政策，累

计覆盖牧民7500余人次。同时，带头践

行“无痕采挖”，组织群众对采集区域进

行草皮修复，采用“分层覆土 + 草种补

种”技术，修复草皮 2000 余亩，让虫草

山在收获季后依然保持青绿。在日常生

态治理中，党员带头组建环保志愿队，

下雄乡、大德乡等地划分党员责任区，

定期清理牧场、河道垃圾，将“守护雪

山、爱护江河”的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

活，形成“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

生态保护氛围。

以“党建+旅游”模式为抓手，党员志

愿者成为景区服务的“主力军”，让游客

感受“红色服务”的温度。在丹霞小镇、朱

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等重点

景区，140余个“党员示范岗”醒目矗立，

400余支佩戴“康巴党旗红”标识的党员

志愿服务队活跃在游客集中区，累计为3

万余人次提供路线指引、高原反应应急

处理、藏汉双语讲解等服务。同时，党员

骨干牵头策划15场非遗文化展演、民俗

节庆活动，组织传承人展示藏族刺绣、唐

卡绘制等技艺，吸引44万游客体验，他

们既是服务者，更是文化传播的“红色使

者”。党员带头开展景区清洁行动，定期

清理栈道垃圾、擦拭标识牌、维护公共设

施，让景区保持洁净。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党员带头闯市场、传技术，让群众在产

业发展中增收致富。该县培育的363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29个家庭农牧场中，

党员担任负责人或技术骨干的占比达

65%。在斯俄乡藏香猪养殖合作社，党

员洛桑带头试养、攻克高原养殖技术难

题，带动 30 户农户加入，年出栏量达

800余头，户均年增收2万余元；在“罗

布林手造”民族手工艺孵化园，党员技

术团队开展刺绣、金属锻造等技能培

训，帮助 120 余名群众实现“居家就

业”，人均月收入超 3000 元。党员主动

对接市场，为合作社打通销售渠道，通

过组织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直播带货等

方式，将藏香猪、牦牛肉等特色产品推

向市场；在民俗节庆活动中，党员带头

搭建展销摊位，帮助群众销售手工艺

品、土特产品。

以“党建+网格化”为载体，党员扎

根网格、贴近群众，把服务送到家门

口。在全县划分的284个党员责任网格

中，每名党员网格员随身携带“民情记

录本”，每周入户走访收集诉求。通过

“月报、季研”机制，累计解决群众住房

修缮、医保报销、子女入学等急难愁盼

问题 2.58 万余件。同时，成立 30 个党

员调解委员会，党员用“唠家常”“讲政

策”的方式化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70

余起。在实现 100%行政村无线网络覆

盖基础上，党员带头推广“线上办事平

台”，帮助群众在线办理证明、补贴申

请等业务 1.2 万余件，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同时，开展场法治宣讲，

发放藏汉双语资料，用山歌、情景剧等

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

“康巴党旗红，有事找党员”系列活

动开展以来，该县党员累计服务群众超

10 万人次，解决各类问题 3 万余件，党

群干群关系愈发紧密。下一步，甘孜县

将持续完善“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党员

接单、群众评单”闭环机制，让党员服务

更精准、更长效，让红色品牌成为推动

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古惠天

党建引领聚合力 服务民生显担当
甘孜县深入创建“康巴党旗红·有事找党员”党建服务品牌

晨曦漫过海拔3750米的雪

线，将第一缕金晖洒在扎冲村的

藏式碉楼上，也映亮了我胸前的

党徽。作为一名95后的驻村干

部，在扎冲村的这四年，是我青

春里最珍贵的时光。那些沾满泥

土的裤脚、磨破的指尖、写满字

迹的工作日记，都成了我在这片

高原热土上深深扎根的印记。

基 层 党 建

朗久（中）正在向村民宣讲惠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