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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社会事业

534台数据采集监测设备于2000年9月安装完毕，由北京数据采集中心工程技术人员安装调试。

2004年6月，由西藏202监测台工程技术人员对监测设备进行了换代升级改造。

三、发射覆盖功能

534台的任务是：负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的中波广

播、调频广播的发射覆盖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采用1千瓦639kHz全固态脉宽调制发

射机传输，一主一备，调频采用一部300瓦频率为107.1MHz发射机传输。每天播出21.50小时。四川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采用1千瓦1 116kHz全固态脉宽调制发射机传输，调频采用一部300瓦频率

为95.8MHz发射机传输，每天播出19.50小时。

534台共有中波主机2部、备机1部、调频机2部，发射机发射总功率2.6千瓦，占全县中波、调

频发射总功率的100%，覆盖县境面积的2/3。

表6－5　2004年534台设备情况统计表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使用情况 购入时间 备注

中波发射机

调频发射机

卫星接收机

卫星接收机

卫星接收天线

发射天线铁塔

18″监视器

低压配电柜

感应自动调压器

发射天线馈线

柴油发电机

GZ-G1K-1

FM-300-II

SICM-728

DVS-2018E

—

—

2118FA

PGL-A

TNSJA-90/0.5

—

F4L912

4台

2台

2台

2台

2座

1座

1台

1个

1台

750米

2台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好

2000年06月

2001年07月

2000年06月

2003年10月

2001年01月

1992年10月

2001年09月

1992年09月

1992年10月

1992年08月

2004年05月

1000瓦

300瓦

—

—

1.8米

76米

—

—

—

—

—

第一节　机　构

1998年，县文教体育局设立了旅游办公室，2000年7月，乡城县旅游文化局正式成立，属政府

旅游职能部门。2001年，机构改革将乡城县旅游文化局更名为乡城县文化旅游局。2005年，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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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旅游局有职工14人（含县文化馆职工5人）。2001年～2005年，历任局长为格绒仁青、洼西彭措，

副局长为甲么、洼西彭措、谭萌、热龚东灯。

第二节　旅　游

一、旅游资源

乡城县旅游资源富甲天下，潜在开发前景大。险、雄、幽、秀、美的自然景观独具神韵；古、

朴、奇、特、妙的人文景观品位超然。乡城是迄今难寻的一方净土，是当今社会向往回归大自然的

乐园，素有“天然野生王国”之美誉。

（一）景区

1. 香巴拉七湖

香巴拉七湖景区位于县城以东14～28千米的范围内，总面积120平方千米，海拔2 860～5 122

米，入口为省道217线旁，距县城18千米的雨洼村。景区主要由高山冰斗湖泊群、瀑布溪流、雪山

草甸、原始森林、茶马古道遗址、藏寨古碉、珍稀野生动植物、古冰川遗迹等构成。为搞好香巴拉

七湖旅游开发，2005年，乡城县在聘请有关专家对景区进行科学考察论证的基础上，积极申报省级

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并开始了对景区公路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香巴拉七湖由七个高山湖泊沿梯级冰川谷串联排列而成，为典型的冰川刨蚀湖和古冰斗，周

围山体古冰川活动痕迹明显，原始生态保护完好。群山环抱的香巴拉七湖，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宝

石，像一双双含情脉脉的秀眼，把堆琼积玉的巍巍雪山、翠玉镶金的莹莹牧场、帷幕四布的嶙峋山

峦、千姿百态的绿树丛林，一一倒映湖中，洋溢着无穷的诗情画意。沿着香巴拉七湖攀上景区最高

峰索郎峰（5 122米）瞭望，稻城亚丁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3座神山尽收眼底。景区内有泽仁

措（措：海子）、拥知措、尼斯然措等高山湖泊，达森天然牧场，那拉岗天村藏寨和若崩公寺庙，

还有岩羊、黑熊、白唇鹿、獐子、豹子、藏马鸡、松鸡、雪雉等飞禽走兽，常与行人不期而遇。

2. 然乌天浴温泉

然乌天浴温泉位于乡城东南然乌乡克麦村境内，距县城35千米，温泉至乡（城）香（格里拉）

公路接口约3千米。

然乌天浴温泉出露于克麦村宽谷阶地中，紧靠曲堆河，在300米左右的范围内，有20多处温泉

从地下溢出，各泉水量大小不一，水温高低悬殊，最高近68℃，最低只有17℃，主要有老人泉、煮

泉、蛇泉等。然乌天浴温泉已建成室内浴池、露天浴池、游泳池，在此洗浴、食宿、采风皆很方

便。然乌天浴温泉历来为远近藏胞洗浴的天然浴所，泉水被当地群众认为能祛风除湿，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这里男女共浴的风俗年代久远，泡在温泉中的男女老少落落大方，无遮无挡，习以为

常，不觉为怪，在当地人看来是很自然、很传统的习俗，并无失礼之处。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人

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古老的温泉天浴文化。然乌天浴温泉周围是白色藏寨民居和田园风

光，这里民风民俗古朴，山水风光秀丽。

3. 萨苟神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