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内新闻 2025年7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泽央 版式编辑 边强
新闻热线 0836-7777365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2

“今年异常的雨水天气，我们

村 200 余亩花椒得了黑果病，传

统人工喷洒农药速度太慢了，效

果不好，今年的村集体经济怎么

办？”近日，康定市人社局在捧塔

乡三家寨村开展部门帮扶走访调

研时，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刘昌

强面露愁容地说道。

了解到这一现状后，为积极

应对花椒病虫害威胁，确保花椒

不减产，村集体经济不受影响，康

定市人社局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市农科局派出专家现场坐

诊指导，州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提供无人机，市应急局派

出无人机专业操作技术人员，约

定好时间，到村对花椒病虫害进

行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

7 月 10 日，在捧塔乡三家寨

村绿色花椒种植基地，专业植保

无人机在工作人员的操纵下开展

农药喷洒，伴随着“嗡嗡”的轰鸣

声，无人机在椒田来回穿梭，不到

3个小时，药剂被精准、均匀地喷

洒在 200 余亩花椒树上。村民们

看到这个大块头在专业飞手的操

控下，灵活、高效、精准、覆盖均匀

地把村民们3天的工作量用不到

3 小时时间就完成了，纷纷竖起

大拇指“点赞”，愁容换笑颜。

据了解，康定市捧塔乡三家

寨村集体经济项目花椒基地于

2019年建成，共200余亩，经过六

年的悉心管理与耕耘，该基地预

计在今年将迎来第一个丰产期。

刘昌强感慨道：“感谢政府的

支持，无人机喷农药不仅大幅提

升作业效率、降低人工成本，还确

保农药喷洒均匀精准，显著增强

病虫害防治效果，真是解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今年的花椒丰收有

着落了。”

此次“我为群众办实事·科技

助农行动”，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实

际困难，更彰显了“新质生产力”在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让村民亲

身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捷与实

惠，为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下一步，康定市人社局

将不断创新便民利民举措，以实际

行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扎实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市人社局

康定市

无人机“飞”防助花椒丰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本报讯 每年 7 月至 9 月是

雅江松茸等野生菌采收的季节，

也是当地部分农户一年收入的

“黄金季”。近年来，雅江县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积极开展“两山”基地

创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推动实现

生态保护、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

赢、共赢。

作为珍贵的野生食用菌资

源，松茸对自然环境的要求极为

严苛，只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

人为干预的原始森林，无法人工

种植。守护之道是松茸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智慧”，每逢采摘季

节，雅江当地人都会循着云雾的

轨迹深入山林，用木棍小心刨开

腐殖土，将完整的松茸捧出，再

轻轻掩好泥土。不采“童茸”和

“过熟茸”，让大自然休养生息，

是雅江为守护松茸资源定下的

“铁规矩”之一。

2022 年，雅江出台《关于禁

止采集、收购、出售、运输松茸童

茸及全开伞过熟茸的通告》，在全

国范围首次提出“守护松茸资源

概念”，提出“分区采摘，保护童

茸”的口号，推动松茸资源开发规

范有序进行。同时，成立了松茸产

业协会，统筹全县松茸资源调查

登记和开发利用保护工作。通过

乡村生态保护、菌窝规范采集、加

工绿色生产等方式，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产业发

展的全过程。

“我们设立了两个松茸保育

促繁示范基地，开展松茸原生境

监测及保育促繁技术示范，优化

储运保藏技术规程，制定全国首

个《松茸鲜品流通标准》。实施‘生

态采收计划’，通过童茸保护、轮

采休采等制度，使核心产区资源

密度提升20%，用科学手段守护

生态根基。”雅江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肖洪向记者介绍。

良好的生态是孕育高品质松

茸的“天然基石”。在雅江，“保护

森林就是保护松茸”早已成为一

种共识。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

林保护等工程，全县森林覆盖率

逐年提升，为松茸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空间。

“雅江将始终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根本遵循，牢牢守住‘绿

色基底’，持续探索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实践路径，致力为高

原县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生

动范例。”肖洪表示。

全媒体记者 周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雅江松茸释放“生态红利”

本报讯 近年来，白玉县章都

乡马拉村深植“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以“环境

美、产业强、村民富”为发展蓝

图，通过强化思想引领、盘活本土

资源，精心打造“阿沛卓洛露营基

地”，带动农牧民群众致富增收。

马拉村“阿沛卓洛露营地”位

于国道甘白路沿线，地理位置优

越、风景优美，吸引众多旅客拍照

打卡，但因配套设施不足，无法留

下游客，增收效益不佳。马拉村驻

村工作队收集来往游客观光体验

和发展建议，聚焦本村农旅“露

营+”项目重点和难点，完善“露

营+美食”“露营+民宿”等发展规

划，进一步打造集吃、住、游、购于

一体的“阿沛卓洛露营+”品牌，

在环境提升整治、基础设施改造、

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持续用力，

推进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公共基

础设施升级。

马拉村将党建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推行“党员干部带头

干、农牧群众齐参与”的工作模

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村干部和党员带头开展露

营地抡锨除草、平整土地等工

作，周边环境焕然一新。通过示

范带头作用，激发了农牧民群众

的积极性与参与性，村民们自发

投工投劳开展修缮护栏、播撒花

种等工作，齐力设计、制作具有

民族特色露营地展示牌，加快露

营地的打造升级，在此过程中，

农牧民群众实现从“站着看”到

“动手干”的转变，提升了对村产

业发展的积极性与参与感。

据村党支部书记翁加介绍，

未来，村里将持续完善露营地的

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结合本

地特色种植养殖、采摘体验等多

元产业，开发更多独具特色的文

旅项目，增强露营基地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农牧民

的“金山银山”。

友珍

白玉县马拉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打造“露营＋”致富新路子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本报讯 7月21日，2025理塘首

届“哒野”赛马文化旅游季推介会在

成都举行，集中推介理塘县独特文旅

资源、旅游产品，向各界发出邀约，共

绘文旅发展新图景。

此次推介会由中共理塘县委、理

塘县人民政府主办，理塘县文旅体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旨在通过探索

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品牌化打

造，以赛马文化为核心纽带，深度融

合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推

动理塘赛马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构建“赛事+文化+旅游+产业+

民生”协同发展格局，全方位展示理

塘特色地域文化魅力，提升文旅品牌

影响力，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宣传片与歌

舞演绎交相辉映。理塘城市宣传片、

“哒野”赛马文化季动态 VJ 接连亮

相，让在场嘉宾沉浸式感受“天空之

城”的独特韵味。紧接着，藏戏《扎西

雪巴》的鼓点敲响，舞者们灵动的身

姿、绚烂的服饰，为这场交流盛宴带

来浓浓民族风情。

推介环节中，理塘文旅推介官

从旅游资源和产品等方面展开介

绍，以“视听+互动”多维交织，立体

化展现理塘的区位优势——国道

318线贯穿全境，航空经稻城亚丁机

场 1 小时可达，公路从成都出发经

318 沿线约 8 小时直达，交通网络便

捷通畅。现场发布的“三日非遗沉浸

游”“赛马主题研学营”“星空露营体

验”等定制路线，满足不同客群需

求。现场签约仪式上，理塘县与合作

方代表成功签约，为当地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再添新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7 月 21 日至 22

日，理塘在成都春熙路、太古里等人

流聚集地以及地铁 1、2 号线开展媒

体快闪活动，以行为艺术快闪的形

式，进一步推广理塘文旅，吸引更多

游客走进理塘，感受天空之城的独

特魅力。

近年来，理塘文旅发展成果丰

硕。“丁真效应”让理塘形象深入人

心，2022 年入围“中国网红城市”榜

单；2023 年成功创建四川省第五批

天府旅游名县、第四批全域旅游示范

区；2024年斩获“中国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示范县”“中国最美生态文化

旅游名县”称号，仁康古街获评国家

级旅游休闲街区。

据了解，作为四川省级非遗项

目，理塘赛马会今年入选第三批“非

遗四川·百城百艺”非遗品牌项目。

在此基础上，“哒野”这一全新品牌

应运而生。以“草原赛马看理塘”为

主题的 2025“哒野”赛马文化旅游

季，主打“人民的赛季、游客的节日、

百姓的舞台”，以“马背计划”为核

心，7 月至 9 月将推出传统赛马、锅

庄比赛等特色活动，实现“一乡一特

色，月月有精彩，全域共联动”。

据理塘县委宣传部部长刘波介

绍，“哒野”品牌将通过“1 个核心品

牌、1 个主题口号、3 大战略支柱、N

个全域延展”模式，构建“文旅+商

业+社群”生态闭环，推动品牌从流

量向“客留量”转化。品牌建设分三

阶段推进：2025年夯实“草原赛马看

理塘”核心框架，2026 年拓展“马上

场 景 新 理 塘 ”体 验 园 与 IP 衍 生 ，

2027年打造“马背上的天空之城”地

标，最终建成川西高原赛马文化产

业标杆。

全媒体记者 甘超 吴金芮 文/图

理塘“哒野”品牌亮相成都

盛邀市民体验传统赛马文化

本报讯 7 月 16 日清晨，乡城县

正斗乡永德村的集体经济香菇种植

大棚内一派繁忙。湿润温热的空气中

弥漫着浓郁的菌菇清香，菌架上，朵

朵香菇密集生长，工人们正娴熟地采

摘着新鲜香菇。隔壁的烘干区域，工

人们也在麻利地修剪菇脚。这座“家

门口”的大棚，已成为当地村民稳定

增收的重要来源。

“之前在外地打工离家很远，听

说能在家门口挣钱就回来了。”村民

扎西拥中一边采摘一边笑着说，“基

地包吃，工资比较稳定，比出去打工

要强很多。”采摘下的鲜菇被迅速运

往烘干车间，在烘干机的隆隆运转

中，数小时后饱满的鲜菇便脱水变成

了干香紧实的成品。在包装区，工人

们按等级、重量分装、封袋、装箱，准

备发往市场。

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家门口

的幸福”，得益于集体经济的有效组

织和政府的强力支撑。正斗乡负责人

林德富介绍，发展集体经济大棚，是

解决群众就近就业和持续增收的关

键举措。乡里的重点在于抓好三件

事：“一是整合资源提供基础设施，二

是对接农机部门保障技术支持，三是

拓展稳定促销渠道。”目前，该项目已

带动 24 户农户实现稳定就业，年均

增收达 28 万元，成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产业支撑。

香菇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格绒曲扎

补充道：“我们合作社年底给大家股权

分红，村民既能在这里务工挣钱，土地

流转也可分红。”合作社提供从出菇管

理到采收、加工、销售的全流程服务，

让村民不仅能在基地务工获得稳定工

资，年底还能根据入股情况享受分红，

真正实现了“大河有水小河满”。

杨玉婷 袁姣

香菇棚撑起村民好光景
乡城正斗集体经济结出“致富菇”

本报讯 连续举办三载的“盛德

白玉・草原最牛”民俗文化活动，将

于 7 月 27 日在白玉县昌台种畜场再

度拉开帷幕。

这场集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于

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今年又将带来

哪些惊喜？

“今年活动以深度挖掘白玉独特

的牦牛文化为核心，推动昌台牦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当地文旅融合

注入新活力。”白玉县农牧农村和科

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根秋桑珠介绍。

作为本次活动的开篇亮点，“牦

牛异地换公”环节将于 27 日率先登

场。来自昌台一镇四乡及种畜场的23

个村，将把 500 头纯黑、年龄在 3-6

岁的昌台种公牛集中于活动现场。

届时，白玉乡与乡、村与村、地与

企之间将展开大规模的公牛互换。

“这一举措不仅能有效避免牦牛近亲

繁殖，还将显著提升整个牦牛群体的

遗传品质和生产性能，为白玉县牦牛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根秋桑珠介绍，当天还将召开昌台牦

牛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产业发展提

供智慧支撑。

昌台牦牛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

聚集行业专家、学者及从业者，围绕

昌台牦牛产业发展的现状、挑战与未

来趋势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产业升

级出谋划策，共话牦牛产业新未来。

在产业实践之外，文化传承与权

益保护同样是活动重点。

当天，昌台牦牛科普博物馆将正

式开馆，“亚克甘孜”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站及昌台牦牛地标品牌保护站也

将同步揭牌。白玉以双馆联动的形

式，为文化传播搭建起实体平台，系

统展现牦牛文化。期间，观众可走进

沉浸式体验区，通过VR技术感受牧

区生活场景，在牦牛毛纺织工坊体验

传统技艺。

从静态的文化展示到动态的民

俗竞技，草原上的活力将在赛场上持

续升温。“牦牛选美大赛”中，各村推

选的最优种公牛将同台比拼，专家评

审组依据甘孜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的昌台牦牛地方标准，从体型外

貌、体尺体重等维度评选“草原美

牛”；“牦牛挤奶比赛”里，带仔母牛在

规定时间内比拼产奶量与体型优势。

当天下午的颁奖仪式看点十足：

种公牛选美冠军将斩获3万元奖金、

“金牦牛奖杯”及基因优选育种资

格，挤奶比赛冠军母牛将赢得2万元

奖金与“黄金奶牛奖杯”。

“通过此次活动，白玉县期望全方

位展示牦牛产业的文化、经济与科技

价值，实现‘学术论坛不枯燥，民俗活动

有深度’。”白玉县相关负责人诚邀各界

朋友，在27日共赴白玉县昌台种畜场，

在广袤草原上见证牦牛文化的独特魅

力，感受白玉县的蓬勃发展活力。

杨孟双

500头种公牛集结
第三届“盛德白玉・草原最牛”民俗文化活动亮点抢先看

2025年首届“哒野”赛马文化

旅游季活动期间，多重惊喜福利等

你来拿！线下方面，商贸街现场设

有抽奖活动，参与即可有机会赢取

蜂蜜水、牛肉干等地方土特产及景

区门票等好礼，此外入住千户藏寨

1晚免景区博物馆门票，赠纪念

品。住2晚免景区博物馆门票，赠

免景区观光车票，赠纪念品。住3

晚免景区博物馆门票，赠免景区观

光车票，赠纪念品，可免费参观主

会场活动，另赠团队价值300元的

理塘画册及丁真签名照；线上则准

备了30万元总奖金，将依据抖音平

台作品的点赞量及对应名次分级奖

励：特等奖1名（点赞≥10万）奖金

10000元；一等奖10名（点赞≥5万）

各5000元；二等奖20名（点赞≥1

万）各2500元；三等奖50名（点赞≥
5000）各1000元；四等奖100名（点

赞≥1000）各500元；参与奖300名

（点赞≥500）各300元。

新闻多看点

↑理塘县委负责人在会上介绍赛

马文化 。

→理塘县与合作方代表成功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