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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身边党员 服务身边群众 解决身边急难

巡山护林员的“转圈日记”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媛
车东洪 文/图

4 月 6 日清晨七点半，张国江把水
杯放进三轮车斗时，不锈钢杯壁与保温
桶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这个动作他重
复了千余次——5年来，这位大龙潭彝
族乡大龙潭村的巡山护林员总在此时
出发，骑着插有防火旗的三轮车，载着
循环播放防火知识的喇叭，开始书写
9780亩管护区的“转圈日记”。

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8 点，张国江的
车辙在村道上划出年轮。当钟表的时
针转完一圈时，他也“转”了大约 12 公
里，防火季里，他每天都会沿着自己管
护的5个村民小组“转”上四五圈，这几
圈大约有50公里路程。

这几圈，全家人都陪着他一起“转”
过。当路旁的风景在身旁变换时，妻子
和儿女对“张国江每天忙得不着家”的
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认为森
林草原防灭火是别人的事，他们渐渐觉
得，森林草原防灭火就是自己的事。

在大龙潭彝族乡，还有 15 个像张
国江一样的巡山护林员，他们的“转圈
日记”，就是仁和区森林草原防灭火的
轨迹。这份轨迹图，是巡山护林员的车
辙与云端数据流的同频共振，绘就了全
区万亩青绿的守护轨迹。

“一群人”的山岭打卡
下午3时，气象台拉响黄色高温预

警，这是防火季的“发令枪”，枪响时，黄
色预警下的网格化防控体系便开始了
高速运转。

此时，大龙潭彝族乡政府内，副乡
长刘立靠前办公，与乡林业管理站站长
张兴富同步启动黄色应急响应，开展入
户宣传和火灾隐患排查等工作。“天气
干燥，我们入户检查要再仔细一点，排
查清楚每一个隐患，再给他们讲讲防火
知识。”刘立边向外走边对张兴富说。

几公里外，张国江“转山”至干海子
小组的防火瞭望哨。他掏出手机，点开

“检测即报护林员”APP 完成定位打
卡。“巡护途中每到一个点位必须打卡，
遇到火情还能一键上传现场视频。”张
国江向记者展示 APP 界面。同一时
刻，仁和区林火视频监控中心的电子大
屏上，亮起张国江的蓝色标识。

在干坝子村干坝子组，村民正在轮
流值班，52岁的村民陈桂红赶着羊群进
入山区，他拉了拉身上的橙色巡护马
甲，放牧路线转至自己巡护的重点区域
——这位曾携带火种进山的“重点监管
对象”如今有了新身份——森林草原防
灭火巡护员。

作为仁和区的巡山护林员试点改
革单位，大龙潭彝族乡通过实施“队伍
优化+效能提升”工程，构建新型森林管
护机制，织密了全乡的森林草原防灭火
安全网。“曾经的‘危险人群’，现在变成
了我们的‘巡护眼’。”刘立对记者说。

据了解，面对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严
峻挑战，大龙潭彝族乡通过队伍优化、
智慧赋能、责任重构等系统性变革，蹚
出一条“精兵值守、科技护航、全域防
控”的生态安全守护新路。

为打破传统护林员“数量多、待遇
低、流动频”的困局，大龙潭彝族乡试点
开展“队伍重塑工程”。将34名护林员
精简至 16 人，同步建立“基础工资+风
险绩效”动态薪酬体系，非防火期月薪
700元，防火期增至3400元，实现待遇
与防火责任深度挂钩。“收入翻倍让大
伙儿把山林当自家院子守。”张兴富告
诉记者，改革后队伍稳定性显著增强，
人均巡护效能得以提升。

为科学划定护林员责任区，大龙潭
彝族乡针对不同地形实行差异化管护，
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区域，每位护林员巡
护面积由原先不超过 5000 亩提升至
15000亩；在偏远山区，按8000亩左右
标准划定责任网格，实现“重点区域重

点防控、复杂地形精准覆盖”。
为确保每日 12 小时的巡护质效，

大龙潭彝族乡构建“智慧监管+线下存
证”双轨体系，一方面依托智能巡护平
台，实时呈现护林员巡护轨迹及覆盖区
域，区、乡两级管理人员可在线查看动态
数据；另一方面，针对全乡少量的通信盲
区，要求护林员使用相机拍摄带时间地
点的巡查照片，每日上传至“检测即报护
林员”APP工作平台作为巡查佐证。

改革成效显著提升，防火期内，应
急联动队伍在巡查中实现全域护林员

“逢巡必见”，巡护覆盖率同比提升
95%。同时，全区推进装备标准化建
设，为每名护林员配发 25 升背负式灭
火喷雾器及 25 升应急水桶，严格执行

“出勤即满载”制度。乡域装备配备率
达 100%，护林员可对违规用火行为实
现“发现即处置”，初期火情平均处置时
间缩短至3分钟以内。

大龙潭彝族乡的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是仁和区坚定打赢森林草原防灭
火战役的缩影，目前，仁和区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已全部实现“上云端”。

云端上的“防火长城”
4月6日，在33公里外的仁和区林

业局6楼办公室内，林火视频监控中心
的电子大屏正实时投射全域防火动态。

屏幕前，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办公
室副指挥长苏胜宇注视着无人机在干
坝子村的巡护。巡护员林晨手持操控
屏，目光紧锁实时画面，青瓦房舍错落
有致，林缘地带枯枝规整，田埂间未现
可疑烟雾，红外热成像仪显示地表温度
正常。地面组同步接收多光谱数据，确
认无热源异常。

林晨操控的无人机每天要飞 4 个
小时，涵盖两个乡镇，这款无人机具有
AI识别、热成像技术和喊话功能，可精
准识别和定位林区活动目标（人员/车
辆）及火情热源异常，当探测到有可疑

的人为活动或高温隐患时，系统同步触
发告警机制，通知护林员去核实检查，
大大降低了火灾发生的风险。

这一功能是仁和区落实市委、市政
府“一山一图一策”要求，用“数字心跳
感知山林脉搏”的实践。

据了解，为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仁和区通过实地勘查、走访调研、无
人机航拍等手段，将林区地形地貌、周
边和进出山路线、防灭火基础设施、资
源点分布、重要目标、重要设施、人员驻
防情况等在图上可视化清晰呈现，并针
对每个重要山系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编制应急处置办法并及时开展实战演
练，实现“一山一水一图一向导一办法”
精准制导、实战检验、科学运用。

仁和区有190余万亩青绿，晨雾尚
未从林间的树叶上褪去时，防火指挥中
心的量子计算机就已开始吞吐数据。

12 颗卫星以 5 分钟为周期完成全
域扫描，232个摄像头如同散落山间的
传感器，连树干的颤动都被翻译成数据
流。“每帧画面都是大山的神经元。”苏
胜宇点击三维地图，他们的实时位置立
刻弹出十几个关联信息框：巡护开始时
间、巡护状态、位置坐标……

2024 年，仁和区在森林草原防火
期内成功实现了无重大火灾事故的目
标，扎实做到工作“五个到位”，实现了
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四连胜”。

值得一提的是，仁和区“一山一图一
策”绘编完成后，全区 4 个直升机取水
点、409个消防水池、31条防火道路、26
处重点目标和重要设施、4处重点区域
等信息要素全部实现电子落图，116个
山系分别编制了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
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切实发挥

“打早打小打了”的指导作用。同时，近
十年火灾火情信息全面标注上图，并在
火灾火情发生地设置火灾火情警示牌
60余块，适时实地开展警示教育，达到

“教育一批、警示一方”的效果。

解锁蓝莓叶脉上的“共富”密码
——仁和区福田镇金龟村的产业工人革命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媛

早上6点半，金沙江的晨雾还未散
去，仁和区福田镇金龟村紫约农业的蓝
莓种植园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王利
将印着“和美家”字样的蓝马甲往身上
一套，快步走向挂满晨露的蓝莓丛。这
个曾辗转于不同工地打零工的49岁农
妇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一件蓝马
甲的劳务中重启。

在这个距离市区40多公里的山村
里，一场关乎 4000 多个甚至更多农业
人口命运的变革正在发生。

作为全国首个全域共同富裕试验
区，攀枝花在2025年的改革深水区中，
将福田镇金龟村推向了试验台——这
里诞生的现代农业技能工人服务平台，
正试图破解中国乡村振兴的终极命题：
如何让传统农民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

从“打零工”到“上班族”

4 月 8 日上午，记者乘车沿着山路
盘旋而上，很快，一个金色招牌映入眼
帘——“和美家社会就业服务保障平
台”（简称“和美家”）。这个被工人们当
做“家”的地方，配备有齐全的设施设
备，工人们在这里吃饭、睡觉、打跳、生
活……院子里最显眼的几个大字是：

“共同富裕的路上 一个也不掉队”。
10点钟的蓝莓种植园正上演一场

静默的丰收。地里，200多个身影在土
地上流动，采摘工戴着能盖住全脸的遮
阳帽，稳准快地摘取成熟的蓝莓，放进
腰上挂着的一排小筐中。路上，运输工
皮肤晒得黝黑，他们拉着三轮车迎来送
往一车又一车蓝莓。分拣工在宽敞明
亮的车间，头戴帽子、口罩，双手拿着蓝

莓分级筛选筐不停晃动，精准挑选优质
果实。

当天，50岁的吉依英蒙正在路上拉
蓝莓，一上午，他已经拉了 5 趟。吉依
英蒙不仅是运输工人，同时也是管理着
40多人的小组长，要监督组员们采摘，
保证蓝莓质量。

“和美家”建立后，改变了过去农民
工“单打独斗”的孤立局面，大家的待遇
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吉依英蒙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以前没有平台，我们都是
自己和企业联系，不清楚企业在什么时
候需要工人，那时候不稳定，一个月只
能挣3000—4000元，日子过得紧。”现
在，在“和美家”的帮助下，吉依英蒙运
输蓝莓1小时15元，一天10小时，加上
当小组长160元一天的管理费，月收入

能达到 9000 多元。“我们也成了‘上班
族’了，日子比以前有盼头！”他说。

共同富裕的“最小单元”

被当做“家”的地方，保障不仅体现
在待遇的提升上。

“4月的攀枝花天气热了，以前带饭
上山，中午吃冷饭，晚上吃馊饭。”去年
就在蓝莓种植园务工的卢媛萍说。

改变始于去年冬天。当紫约农业
的蓝莓基地扩建遭遇用工荒时，仁和区
人社局在调研中发现，福田镇近500位
农民每年打零工超180天，但平均收入
不足2万元；而本地农业企业用工缺口
约达400人，因用工不稳定导致的损耗
超过15%。

仁和区人社局牵头搭建仁和区“和

美家”现代农业技能工人服务平台，在
金龟村建设起试点点位，点位占地面积
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配
备有文体活动室、培训场地、宿舍、食
堂、洗澡间、洗衣房等服务保障设施，免
费为产业工人提供吃住行保障，可提供
160名工人住宿、500名工人用餐。

平台通过构建“产业工人+集体经
济组织+用工企业”三位一体服务体系，
以“企业点单—平台派单—工人接单”
模式，搭建起了企业与群众用工务工的

“桥梁”。现在，200 多名工人在“和美
家”落脚。“当附近企业有用工需求时，
我们就能最快速地帮他们找到符合条
件的工人。”金龟村点位负责人陈思美
说，“现在企业发布需求到工人接单，平
均只需30分钟。”

用工生态的良性循环，为“和美家”
的招聘信息注入了超强吸引力。4月8
日，一上午就有 10 余人前来应聘。高
萍便是其中之一，她带着朋友和女儿从
红格前来务工，刚看完环境就签了试用
报名表。朋友李富岑说：“我们是亲戚
介绍来的，培训结束下午就要上班了。”

“我们这儿也像个学校，我是老师，
工人们是学生，学完还包分配！”金龟
村点位负责人陈思美信心满满地对
从米易前来学习就业平台搭建的考
察队说。据了解，自平台建成以来，
基地负责人每日为工人开展培训，
同时，仁和区人社局邀请“土专家”
前往“和美家”为工人们进行培训，
不断提升农民的现代产业技能，目
前已服务了约7500人次，累计向辖区
企业、种植基地派遣用工1.2万余人次，
创造务工收入 70 余万元，岗位月均工
资约4000元。

花开有声 共富共美

果农们在蓝莓基地劳动。 （仁和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林晨操控无人机巡护。 正在巡护的张国江。

“科技之春”让青少年“追星”逐梦
仁和区打造“1+10+N”科普联动新模式

本报讯（李娜 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媛）4月15日，2025年“科技之
春”科普月“星耀攀枝花”天文科普活
动在仁和区同德中心校正式落下帷
幕。这场由四川省天文科普学会牵
头，汇聚“政企学研”四方力量的科普
盛宴，在过去一个月让全区20所中小
学、2万余名青少年尽享星辰之美。

活动中，深空探测专家手持全息投
影仪，将太阳黑子跃动的实时影像投射在
穹顶教室。当参宿四超新星爆发的模拟
画面与金沙江峡谷的地质剖面形成时空
交响，孩子们不约而同发出惊叹，此起彼
伏的提问在“理论+实践”双课堂激荡。

“原来教科书里的‘赫罗图’会跳
舞！”同德中心校科学社团成员张雨桐

在观测笔记上写道。在川南天文台工
程师的指导下，孩子们通过VR设备“穿
越”138亿年宇宙史，目睹恒星从星云中
孕育，在超新星爆发中涅槃的全过程。
当得知大麦哲伦云超新星遗迹的观测数
据正从迤沙拉基地传向全球天文台网，
少年们的眼中跃动起求知的光芒。

这场“追星行动”背后，是仁和区
“1+10+N”科普矩阵的精密运转。区
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建立10个
乡镇科普驿站、N 个流动观测点，福
田、大龙潭等偏远乡镇的孩子们首次
触摸到了专业级折射望远镜。未来三
年，随着“仁人科普”品牌建设的推进，
天文创客实验室、深空摄影工作坊等
特色项目将陆续扎根校园。

仁和区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

媛）近日，记者从仁和区工商联获悉，
仁和区梳理惠企帮扶、减税减负等惠
企政策，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行
上门办、预约办，推动“企业找政策”向

“政策找企业”转变。2024年，为市场主
体减轻税费负担4.94亿元，18户纳税人
享受税收减免2036万元；为清洁能源类
企业办理税款即征即退2212万元，为光
电企业办理留抵退税410万元。

在推动税惠减负，为企业发展添动
力的同时，仁和区以政策赋能，推动营商
环境焕新颜。出台《攀枝花市仁和区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十条措施（试行）》，
完善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推行149项
行政审批事项工商登记后置审批。全面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落实“非禁
即入”，大力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将企业登记办理时限压缩至4小时。

在创新创业，协同发展稳就业方面，
仁和区持续推进人力资源产业园仁和区
分园、返乡创业孵化园、花城微创园、零工
市场等就业创业载体建设，向1149家企
业发放稳岗补贴310.12万元，选树区级
创业明星24人，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28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2390.6万元。

务本乡大火山村

共建模式让村民用上“放心水”
本报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

媛 车东洪）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
水喷涌而出，仁和区务本乡大火山村
村民朱高德感慨地说：“活了大半辈
子，终于不用再愁水不够用了，洗衣做
饭再不用精打细算，还能种点蔬菜，芒
果地里也能用。”

大火山村靠近东区弄密村片区，
居民长期以山泉水作为饮用水源，但
水源与水质不稳定，成为村民的一块
心病。去年12月，大火山村村“两委”
在入户走访中发现，20余户村民长期
受季节性缺水困扰。村党支部立即启
动“三个身边”工作机制，召开民情分
析会诊会，统筹村集体经济资金 2 万
元，组织党员群众投工投劳铺设 2.1
公里输水管道。

“以前我们都是靠村里的党员干
部用车拉水，从3月到6月，一个星期
来三四趟，送了 1 年多，用水还是紧
张。”接受采访时，朱高德对记者说。

在管道铺设过程中，村党支部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立由15名党
员组成的突击队，带领群众完成90%
的工程量。村集体出资采购管材，村
民自发贡献劳动力26个工时，节约施
工成本4700余元。“既解决了实际问
题，又密切了干群关系。”村党支部副
书记付成元介绍，目前，这种“集体补
一点、群众出一点”的共建模式，已在
全村推广实施。

作为全区首批“三个身边”机制试
点村，大火山村建立“周走访、月会
商、季考评”工作制度。今年以来，
除解决村民用水问题之外，还在村
里增设了便民快递点，解决了困难
家庭动态监测户等村民急难愁盼的
问题。付成元说：“下一步，我们将
积极落实‘三个身边’群众工作机
制，广泛动员全村党员干部主动作
为，全力为大家解决问题，不断提升村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务本樱桃丰收 果农喜开颜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车东洪 龚林埔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务本乡乌
拉村的樱桃陆续成熟，一颗颗晶莹剔
透，宛如红玛瑙的樱桃藏匿于绿叶之
间，给这个春天带来了“甜蜜”的气息。

4月11日，在乌拉村桃园组村民
邓仁刚家的樱桃园里，大量红彤彤的
樱桃挂满枝头，村民们纷纷穿梭于樱
桃树间，娴熟地将颗粒饱满、色泽鲜艳
的樱桃摘下。在众多村民中，邓仁刚
格外忙碌，“我家一共有6 亩樱桃园，
虽然前期下了一场雪，但是樱桃一点
都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增产了，预计
可以采摘9000多斤。”邓仁刚说。

邓仁刚介绍，今年 3 月中旬下了
一场雪，当时樱桃刚刚挂果，正处于膨
果的关键阶段，极易因低温冻害导致
减产。“下过雪后，我们立即组织果农
开展补救措施，主要通过烟熏的方式
为樱桃保温。”乌拉村党委书记张波介

绍，由于补救措施及时，今年务本樱桃
在产量方面不仅没受到影响，反而增
产约30%，同时由于低温天气让樱桃
成熟期较往年推迟了大约半个月，延
长了樱桃的生长时间，因此今年的樱
桃不仅“个头”更大，甜度也更高。

樱桃园内采摘忙碌，园外也是热
火朝天。在乌拉村村道沿线，随处可
见前来收购樱桃的客商设置的收购点
位，大家在这里分级、称重、包装，准备
运往外地进行销售。来自重庆的周先
生今年是连续第 7 年到务本收购樱
桃，他告诉记者，务本樱桃成熟期早，
市场价格也相对较高，目前每天都要
收购 1000 斤左右，全部发往重庆进
行销售。

据悉，务本乡乌拉村樱桃种植已
有50多年历史，现有面积1700余亩，
是四川省内樱桃最早成熟上市的区域
之一，樱桃也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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