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内新闻 2025年7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泽央 版式编辑 张磊
新闻热线 0836-7777365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2

为切实筑牢夜间消防安全防

线，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火灾事

故发生。7月23日，得荣县消防救

援局结合辖区夜间火灾防控特

点，组织开展夜间消防安全专项

检查行动，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检查过程中，对于发现的消防

安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

意见，能立即整改的督促其当场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的，依法下达责

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

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并将跟

踪复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同时，

检查人员向各场所负责人和员工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强调夜间用

火、用电、用气安全，提醒定期开展

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提高消防安全

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此次夜间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进一步压实了得荣县各场所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了

一批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为辖

区夜间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奠定了

坚实基础。

县消防救援局

得荣县开展夜间消防
安全专项检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

论述或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

省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各

项决策部署。7月21日，德格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成员单位开展

2025年综合应急演练，旨在检验

全县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进一步

提升各级各部门在应对突发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事件中的协同作

战能力，不断提升社会公众预防、

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和防灾减灾

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全 县 21 个 成 员 单 位 共 计

200余人参加演练。上午8时，随

着一声令下，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演练模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更

庆镇杨西村突发山洪诱发地质灾

害，7 支抢险队伍分赴现场，县、

乡（镇）、村三级快速响应、上报灾

情，应急指挥部接警，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会商研判，各应急救援成

员单位迅速进入作战状态，统一

调度、一体指挥、上下联动应对，

现场处置 10 分钟内完成空地协

调灾情回传，20分钟内完成群众

转移安置，30 分钟内完成通讯、

道路恢复保畅。转移群众 40 余

人，搭建灾民安置救灾帐篷，保障

受灾群众物资，开展受灾群众心

理疏导。演练重点模拟临灾指挥

体系运转、会商研判、应急响应、

应急处置（险情监测预警、应急响

应启动、人员转移安置、道路抢通

运输保障、伤员转移、电力通讯恢

复、绳索横渡救援）等多个实战科

目，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

演练结束后，该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对演练过程进行了总结

点评，认为本次演练组织有力、

指挥高效，各专班职责明确，现

场处置有条不紊；演练贴近实

战、应对科学，真实还原突发事

件关键环节，处置流程规范；同

时，各部门联动紧密，公安、消

防、医疗等部门响应迅速，信息

共享及时，展现出“一盘棋”的应

急联动机制优势。同时，指挥部

表示，下一步该县要以练代战，

充分总结此次演练积累的经验，

同时对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进

行全面复盘，找出问题根源，消

除盲点，完善预案；要以演练为

契机，进一步强化“沟长＋点长”

责任制，把“三有三通道”工作

法，贯穿防汛防地灾工作各领域

全过程，把责任落实到终端末梢

和最小工作单元。落实落细短临

预警预报“三通道”机制，认真执

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

性要求，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安

全转移到位、应对处置到位，全

力保障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县应急管理局 文/图

以“演”促训 以“练”筑防
德格县开展2025年综合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现场。

安全生产 刻不容缓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7 月的高原，阳光炽烈。当 4500

元工资实实在在攥在手里，巴塘县中

咱镇波浪村的村民土登脸上绽放出

朴实的笑容。这份来自村旁大型光伏

电站的稳定收入，驱散了他心头多年

的阴霾：“以前全家就靠挖虫草、放几

头牦牛过活，收入时好时坏，心里总

悬着块石头。现在在光伏电站干活，

一个月稳稳当当 4500 元，顶得上以

前大半年瞎忙活的钱！”

土登家人口多、劳动力少，曾是

村里的脱贫户。日常开销大，日子过

得紧巴巴。光伏项目落地后，村里主

动牵线，帮他谋到了电站的务工岗

位，这份家门口的“稳当”工作，让他

心里重新燃起了盼头。

土登的转变，正是中咱镇借力总

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光伏项目撬动

牧民新生活的缩影。项目落地初期，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中咱镇创新推动

五家施工队采用“一村一标段”模式，

让牧民放下牧鞭走进工地，从绑扎钢

筋、安装光伏板等基础工作做起，成

为领取日薪的小工。高峰期，全镇数

百名牧民实现身份转变，仅劳务收入

就为村民增收300余万元。

中咱镇深知技能是长远立足的

根本。随着项目推进，镇里联合施工

方开设“光伏技能课堂”，专业技术人

员现场传授电路原理、设备维护、安

全规范等知识。青年登批从只会简单

安装光伏板，到能独立完成组件调

试，月薪翻倍，成为技术能手。全镇已

有8名牧民考取电工、焊工等证书，从

“临时小工”蜕变为“持证技工”，增收

之路越走越宽。

更令人欣喜的是创业活力的迸

发。看到牧民日益熟练，镇政府推动

“包工”模式，鼓励村集体牵头组织有

经验的牧民承接部分工程。结算方式

从“按天算钱”升级为“按工程量结

算”，效率与收入挂钩，激发内生动

力。牧民从“自己干”转向“带着干”，

曾经的“小工”成长为“包工头”，带动

同村乡亲共同致富，实现“一人带头、

全村增收”的良性循环。

项目建成后，其“阳光银行”的效

益持续释放。2.4 万亩光伏用地让闲

置草场、荒地变成“聚宝盆”，土地租

金设定为每亩每年200元，且每五年

上涨 10%，直至达到 300 元上限，形

成“会长大的收入”。“板上发电、板下

放牧”的模式，实现了土地资源集约

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的运行下，中咱镇牧民告别“靠天吃

饭”，沿着从小工到技工再到包工的

进阶之路，稳稳握住了长远发展的幸

福“法宝”。这片高原上的光伏板，源

源不断输送清洁能源的同时，更照亮

了像土登一样的牧民家庭：“学了这

门技术，不用再看天吃饭，家里娃的

学费、买化肥的钱都不用愁了，日子

过得踏实，往后也有奔头啦！”阳光下

的巴塘实践，正为高原牧区振兴注入

强劲的绿色动能。

从“放牛郎”到“持证技工”
巴塘县中咱镇借“光”赋能拓宽牧民致富路

◎杨杰 文/图

本报讯 记者从州卫健委获悉，在

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

下，我州紧密型县域医共同体建设取得

明显进展，覆盖全域、协同高效的县域

健康服务网络加速形成，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与群众健康获得感有效提升。

近年来，州委、州政府将医共体建

设列为改善民生、普惠群众的重点工

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卫生健

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州

卫健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甘孜州加

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方

案》，各县（市）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推进

实施方案，全面加力推动医共体建设，

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县级落

实”的工作格局。

2024 年度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评价指标显示，我州各项指标

实现大幅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全州所有县（市）均设立“十大管理中

心”并建成急诊急救“五大中心”；18

家县人民医院全部达到国家基本标

准，其中康定、泸定、德格、甘孜、巴塘

5 家医院达到推荐标准，达到推荐标

准的医院数量占比提升 22.18%；依托

医学远程影像中心，累计实现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近 43 万次（州级远程阅

片 17 万例次），为群众节省各类费用

超 6800 万元；基层诊疗活力提升，卫

生院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人员实现

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

次同比增长 12.34%。

在保障机制方面，全州 18 个县

（市）基本实现人、财、物“三统一”，注

入资金 6317 万元建设事业发展基金

（4880 万 元）和“ 资 金 池 ”（1437 万

元）。创新实施高原执业医师“积分

制”管理及差异化待遇政策，严格执

行“考、降、转、退”激励约束机制，全

州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提升至

57.83%，创历史新高。

据悉，面对 2025 年底实现全域紧

密型医共体建设目标，我州下一步将

聚焦协同管理机制完善、服务能力提

升和数字医共体建设三大方向精准发

力，推动医共体建设从框架搭建向内

涵深化转型。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深化医改推进健康甘孜建设
全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7 月 23 日，全州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会在康定市召开。州

政府副州长何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

卫生健康事业，先后出台系列卫生健康

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的同时，不断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特别是将医联体构建作

为深化医改、推进健康甘孜建设的首要

任务，全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取得

阶段性成效。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聚焦“紧

密型、同质化、促分工、提效能、保健康、

抓创新”总体要求，充分发挥统筹指挥作

用。要完善“八统一”“十大管理中心”“五

大资源共享中心”的建设并实质化运行。

要加大资源向基层倾斜，在补齐设备短

板、推动人才下沉的基础上，建立质量管

理体系，实现技术同质、质量同质、管理

同质。要优化功能整合与错位发展，做强

牵头医院、鼓励基层发展特色科室，构建

“县强、乡活、村稳”格局。要抓好卫生人

才队伍建设，强化人才引进、培养，提高

执业医师“持证率”。要统规统建数字医

共体，同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并强

化分级诊疗。要推行“网格化”健康管理、

落实“红黄绿”三色管理法，提升医防融

合和卫生应急能力，并同步提升传染病

防治和免疫工作能力。要用活“资金池”，

推进薪酬与年薪制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切实提升服务各族群众的质效。

会上，州卫生健康委通报了全州医

共体建设情况，州委编办、州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州医保局作了工作安排，

康定市作了经验交流。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康定市

医共体总院及姑咱分院建设情况。

州政府秘书长，州级相关部门（单位）

负责人，各县（市）政府主要和分管负责人

及县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会。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楚吴巴登

我州县域医共体建设提速

高原群众健康更有“医”靠

近期，康定市启动重点县城

地质灾害安全评估专项工作，以

“防风险、保安全、护民生”为目

标，通过系统评估重点区域地质

灾害隐患，建立“隐患清单+风险

等级+防治措施”三位一体管理

机制，为科学防灾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评估工作已进入野外

调查阶段，采用“专业队伍+属地

联动”模式，运用无人机航测、三

维激光扫描和 InSAR 监测等先

进技术，对榆林街道、炉城街道

76.4平方公里的范围开展精细化

调查，覆盖城镇建成区、交通干

线、学校医院等10类重点场所。

野外调查结束后，依据《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开展风险

评估，划分高、中、低风险等级，建

立“一隐患一档案”，对高风险区

域优先实施工程治理或避险搬

迁，并搭建监测预警平台，实现数

据共享与应急响应。

据悉，本次评估将更新全市

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提出针对

性防治建议，降低灾害发生概率

30%以上，为国土空间规划和重

大工程项目选址提供科学依据。

市融媒体中心

康定市推进重点县城地质灾害安全评估

构建“三位一体”防灾体系

土登正在领取工资。

本报讯 日前，我州低空飞行运

营服务有限公司在高原低空经济领

域取得多项突破，为我州乡村振兴和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低空飞行公司承接的甘孜邮政

“低空飞行运邮试点项目”在泸定县

烹坝镇及岚安乡成功实施，开创了

高海拔复杂地形条件下无人机物流

服务的新模式。项目通过常态化无

人机运邮服务，覆盖单边约 10 公里

航线，突破传统陆运因地形和气候

限制导致的时效瓶颈，实现邮件、党

报党刊“小时达”。此外，项目还创新

构建“平急结合”立体化物流机制，

在石渠、丹巴、雅江等地质灾害频发

区域快速启动无人机应急通道，保

障“生命邮路”24 小时畅通。目前已

运行 26 架次，运输邮件 349 件，总重

量679公斤，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约

400%。

近日，低空飞行公司首个高原基

础数据采集项目省道 571 丹巴县东

谷镇至道孚县龙灯乡段公路改建工

程顺利完成关键作业节点。面对高原

大风、地形起伏等极端环境，技术团

队攻克了低空飞行稳定性和数据采

集精度等核心难题，通过动态优化航

线规划与自适应飞行策略，高效获取

高质量空间数据。

低空飞行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通过无人机技术在高海拔地区的

应用，提升物流效率，打造“无人机+

智慧物流”生态圈，为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了数字化解决方案，为高原地区

民生保障提供科技支持。

全媒体记者 王凤

科技赋能
我州高原低空经济取得多项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