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
2023年3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宋熙艳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冰

走进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茫曲
镇达玉村老菇房家庭农场的温室大
棚，清新的菇香味扑鼻而来，平菇种
植户乔吉科正忙着采摘平菇。

“我们种植的平菇肉质厚、品相
好、口感佳、绿色无公害，今年的批发
价格相较去年有所增长，这也坚定了
我继续种好平菇的信心。”乔吉科的
话语中满是喜悦之情。

贵南县平均海拔为 3500 米，这里
的群众在放牧的同时，还种植青稞、
油菜等。这几年，农牧民群众转变思
路，通过发展多元化的产业，创造幸
福生活，种植平菇就是他们开发的新
产业。

乔吉科介绍，在贵南种植平菇相
当不易，这里地处高原，气候干燥、常

年多风，不利于平菇的生长。
“起初一批干料（装有菌种的菌

棒）只能长一到二茬，甚至一茬也出
不来，品质也差。”乔吉科说，后来政
府派专家、技术人员，对种植户进行
培训，手把手指导，现在种植户的种
植技术日趋成熟，平菇的产量也提高
了。

经过几年摸索，贵南平菇的品质
越来越好，不仅个头大，而且肉质厚，
生长茬数也越来越多，客户也从开始
的“看不上”到登门收购，乔吉科种植
的蘑菇如今已供不应求，乔吉科也越
干越有劲。如今，老菇房家庭农场共
有 4 座温室大棚，1 座拱棚，1 座保鲜
库，2022 年总收入为 16.9 万元，纯利
润达 8万元。

平菇圆了乔吉科的致富梦
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璞馨

“我们在山上迷路了，有人受伤，请
帮帮我们！”2 月 25 日 20 时，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德县公安局民警赵福才接到
求助电话。

电话里的男子称，他们 20 多人在
尕让乡松巴村山林中迷了路，其中有 1
名队友不慎受伤，需要救援。

接警后，赵福才立即向领导汇报相
关情况。

“全力营救被困人员，注意救援人
员安全。”贵德县委书记白永栋第一时
间对救援工作做出指示，县长萨尔娜赶
赴救援现场指挥救援。

贵德县公安局和尕让乡派出所的
民警，携带救援绳、攀登作业包、应急医
疗包、强光手电等救援装备，组织人员
立即赶赴现场。贵德县消防救援大队
调派车辆、卫生健康局调派医护人员，
迅速奔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了解到，这
是一支由西宁市徒步爱好者自发组织
的 52 人徒步团队，25 日 8 时，他们从尕
让乡江拉新村出发进山，向松巴村方向
徒步前进。江拉新村和松巴村相距较
远、地形复杂，途中多人走散失联，救援
人员到达现场时，24 人已回营归队，28
人被困山中。

为了尽早找到走散人员，救援组发
动附近熟悉地形的群众担任向导，松巴
村村委会主任角巴立刻组织 20名年轻
村民，带领公安民警、消防人员分头搜
寻。

天色渐暗，山中能见度越来越低，
道路崎岖难行，个别路面坡度达 40 多
度，随时都会发生山石滚落，搜救难度
很大。等搜救人员赶到松巴峡时，手机

信号十分微弱，救援民警无法与被困人
员取得联系，只能在村民的带领下展开
拉网式搜救。

松巴峡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险恶，
救援人员只能手脚并用，沿着乱石堆摸
爬着前行。

21时 12分，救援人员找到 8名被困
人员。

紧接着，又继续沿山石路前行 5 公
里，在乱石堆里发现了另外 6名被困人
员，其中 1人伤势较重。救援人员简单
处理伤者的伤口后，利用多功能救援担
架固定好伤员，将他抬到山下，贵德县
医院派救护车送伤者到青海大学附属
医院救治。

23 时，被困在另一山坳的 13 人也
被成功找回。

26日 1时 12分，得知还有一人未被
找回时，救援人员再次返回深山。半小

时后，发现被困人员的手机突然有了信
号，于是通过电话联系，并利用微信位
置共享，确定被困人员许某某的大概位
置，随即进行紧急救援。

由于许某某被困的位置地形十分
复杂，稍不留意，就会坠落山崖或滑下
山坡，救援人员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终于在一面陡坡下找到被困的许某某，
此时的许某某已体力不支无法行动。
救援人员由一名消防人员带领，利用绳
索从坡顶降至坡底下降的方式，来到了
许某某身边……

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2月 26日凌
晨2时35分，被困的28人全部救出。

搜救工作结束后，贵德县委县政
府安排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及时为被困
人员提供食宿，并开展心理疏导。26
日 6 时，被解救人员乘大巴车返回西
宁。

28名“驴友”被困深山 多部门联手救援
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璞馨 通讯员 陶亚荣 童世钰

消防员找到走散人员消防员找到走散人员。。通讯员通讯员 陶亚荣陶亚荣 摄摄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璞馨）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依托市域社会
治理智慧中心，打造大整合、高共享、深
应用的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体系，提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打造社会治理智能化“一体运行”
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共和县整合公安大数据、雪亮工程、互
联网等智慧平台，将重点行业、重点路
段、重点区域的 3877个点位，统一送传
市域社会治理智慧中心系统，有效解决

群众“看得见，管不了”，政府“管得了、
看不见”的问题。

“可别小瞧这个系统，它能解决很
多民生实事。”共和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玉花说，通过市域社会治理智
慧中心，能全面实时掌握县域主要街
道、重点行业的治安状况，及时对重点
地区和突出问题开展整治。还能连接
全县服务热线、所有民生服务类 App
以及移动端办事服务事项，有效实现

“一屏整合、一键推送、一网通办”，建

立政府服务与百姓诉求双向互动的数
字纽带。

共和县发挥智慧中心的作用，以全
县重要事项为主，收集、梳理、汇总公安
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网格等信息资源，
对乡（镇）、村（社区）129个综合平台进行
视频调度分解，疏通了县乡村三级综治
中心信息报送渠道，有效打通部门信息
壁垒，持续拓宽县乡村信息渠道，强化各
部门联动联调联治，为市域社会治理插
上了“智慧”的翅膀。

“一网通办”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牧民乔吉科成功种植平菇。通讯员 李春 摄

连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
县温泉乡采取多种形式宣讲“一号
文件”，把党和政府的好声音送到
农牧民群众身边。

温泉乡 62 名干部召开宣讲工
作动员暨培训会，成立协调、督导、
宣传 3个专项组，压实宣讲责任，细
化工作步骤，按照党员干部联系服
务群众工作责任机制，认真开展村
干部下乡活动。

组织“茫澎”青年宣讲团，“七
彩石”志愿服务队、党员先锋队深
入各村社，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宣
讲党的各项强牧惠牧政策。灵活
使用信息网络和新媒体，整理更
新发布“一号文件”解读及“冬春
训学习礼包”，推送短视频“云培
训”，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立 足 牧 民 群 众 分 散 居 住 的
情 况 ，选 派 27 名 领 导 干 部 深 入 8
个 村 社 分 阶 段 开 展 宣 讲 ，对 居
住 在 县 城 的 牧 民 群 众 ，开 展 集
中 宣 讲 。 针 对 在 村 社 居 住 的 农
牧 民 群 众 ，以 社 、片 区 为 组 ，深
入 开 展 分 组 宣 讲 。 针 对 居 住 在
偏 远 地 区 、出 行 不 便 的 农 牧 民
群众进行入户宣讲。

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积
极谋划开展“一颗初心讲好‘一号文
件’，百名干部办好 N 件实事”系列
实践活动，走访慰问农牧民群众，协
调安置公益性岗位，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需求。

温泉乡党委书记拉桑加告诉
记者，宣讲的同时还对各村脱贫
户现状、产业发展情况进行细致
入微地了解，持续推进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继续
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
全 面 推 进 全 乡 党 建 和 经 济 社 会
发展。

温泉乡干部：

走村入户宣讲
聚焦急难愁盼
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璞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