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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记 者 采 访 了 西 藏 藏 医 药 大

学 藏 药 系 主 任 顿 珠 ，他 告 诉 记 者 ，目

前 ，西 藏 的 濒 危 野 生 藏 药 材 尤 其 是 部

分 常 用 藏 药 材 ，已 不 能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 唯 有 加 强 保 护 ，才 能 让 藏 药 之 路

走得更加长远。

保护濒危藏药迫在眉睫

顿珠，毕业于西藏藏医药大学，现

为西藏藏医药大学藏药系主任。他的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医药基础、藏药学、

临床药学，对藏医药的发展和学术的交

流，尤其是对树立西藏藏医药大学在整

个藏医药领域的重要地位作出了积极

贡献。

“藏药的原材料最好是用野生的、

天然的药材，虽然人工种植的藏药可以

代 替 一 部 分 天 然 的 药 材 ，但 是 它 的 药

效、安全性等方面会有所减弱。”顿珠告

诉记者。

顿珠说，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药是

很重要的因素。“黄精、红景天、天门冬、

喜 马 拉 雅 紫 茉 莉 等 濒 危 藏 药 材 ，疗 效

好、大众需求量大，对这些藏药进行人

工培育和种植，只能说可以替代一部分

天然药材——因为目前，我区还没有真

正形成一个规模化、成效显著的种植基

地。比如说常用药材喜马拉雅紫茉莉，

有些药厂会从区外进货，虽然表面形状

看起来很像，但不是真正的喜马拉雅紫

茉莉，所以不能确保其质量和药效。”

“藏药属于天然的药材，安全性高，

我们确实需要特殊保护和培育，药材如

果没有得到保护，以后藏医药就没法发

展 了 。”顿 珠 告 诉 记 者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西藏不断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这对于濒危藏药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学校的角度来

讲，我们会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服务

社会等方面加大力度，积极开展藏医药

方面的科学研究，努力培养藏药人才。”

在户外实践中成长

前不久，西藏藏医药大学为期 13 天

的 2023 年度野外认药实践教学圆满结

束。藏药系组织 2021 级、2022 级共 107

名学生赴夺底沟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野

外采药认药实践教学工作。

顿珠告诉记者，在野外实践教学的

日子里，全体师生长途跋涉，足迹遍布

基地周边 3700 多米至 5200 多米的色马

拉、那卡巴、卡多山、松多山等药材资源

丰富地带。“我们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

提下，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讲授药材

的生长环境、特点、入药部位、功效等内

容。返回基地后，按照野外教学实际需

求，督促学生制作标本，讲解和辨认药

材。学生们不仅对夺底沟生长的 400 多

种植物药材有了深入学习和了解，还对

野外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体会。”

此外，西藏藏医药大学藏药系还积

极开展关于濒危藏药材的教研活动。

今年 7 月，藏药系教研室开展了“藏

药种植基地建设”教研活动，《濒危藏药

材大花红景天（种子种苗基地建设）引

种驯化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组成员到山

南市贡嘎县藏药种植基地开展调研、建

设活动。顿珠说：“我们参观并详细了

解到该种植基地目前种植的藏药种类、

种植条件、种植方法等相关情况，并根

据濒危藏药材大花红景天种子种苗基

地建设、引种驯化关键技术研究课题需

要，在基地种植了大花红景天种苗，并

向日常养护人员提出了养护注意事项

和建议。”

乌头属于常用藏药材，对传染性疾

病的治疗起着关键作用，而卡热乡的乌

头疗效独特，其美誉广为流传。为此，

藏药教研室组织全体教师来到山南市

浪卡子县卡热乡，实地考察学习卡热乌

头分布与地域特色。

“那天我们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野

外徒步到达目的地，对乌头这味珍贵药

材和周边的其他藏药材进行了实地认

药学习，了解这些药材的生长环境、分

布、植物形态的特殊性等情况，大家兴

奋不已，觉得不虚此行。”顿珠说。

打造学科精品 强化实训课程

顿珠告诉记者，下一步，西藏藏医

药大学藏药系将继续优化学科设计，打

造学科精品。在现有本科专业基础上，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推进藏药学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工

作，提升本科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进

一步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让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的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

“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研究生

开放合作、联合培养机制，深化与国内

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机制；

力争新增 1 至 2 个省级一流学科、新增 2

至 3 个校级重点学科；在继续完善和巩

固藏药药理学、藏药植物学自治区级精

品课程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申

报新增 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争取申报 1

至 2个自治区级精品课程、争取申报 3至

5 个校级精品课程、力争获自治区教学

成果奖 1至 2项。”顿珠说。

此外，西藏藏医药大学藏药系积极

整合实训教学资源，为继续强化实训课

程而努力。一是加大实验（实训）教学

资 源 的 优 化 整 合 力 度 ，满 足 服 务 学 生

“早实践、多实践”的教学实践需求；二

是积极参与区内外各类藏医药调研及

野外认药活动，通过交流、学习、实践补

充标本室的各类标本，建设藏药材种质

资源库；三是加强夺底沟藏药实验（实

训）标本室及认药基地的建设及利用，

在基地建立夺底沟藏药材种质库，增加

并完善药材标本。西藏藏医药大学藏

药系将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区情实际的

藏医药发展之路，保护好、传承好藏医

药文化，努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健康，

提高藏医药文化软实力。

加大保护力度 促进产业发展
—西藏藏医药大学扎实推进藏药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曲水的秋风

和煦轻柔，蓝天白云明净飘逸。

“我是 2016 年从曲甫村搬迁到三有

村的一名建档立卡户，2021 年 6 月开始

在这里上班，公司待遇挺好的，也可以

就近照顾老人和小孩，非常方便。”西藏

金哈达药业有限公司员工益西措姆说。

地处拉萨市曲水新城开发区的西

藏金哈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传承藏医文

化，开拓现代藏药”为经营理念，在快速

发展的同时，积极吸纳大学生和当地困

难群众就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随着公司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

解决了困难群众的稳定就业和增收，更

吸引了西藏籍高校毕业生，他们积极发

挥专业特长，为公司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的尼玛普赤

就是其中之一，“我大学所学专业是食

品质量与安全，2018 年来到金哈达药业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主 要 负 责 药 品 检 验 工

作，我对公司的福利待遇都很满意。”尼

玛普赤说。

藏医药的发展传承至今已有上千

年历史，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颗璀璨明

珠，是世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

在与自然和各种疾病的斗争中，不断积

累总结出的智慧结晶。

近年来，全区坚持中西医并重，注

重发挥藏医药独特优势，促进藏医药事

业产业协同发展，藏医药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藏药生产企业逐步规模化。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公立藏医院 49

家、民营藏医院 13 家，藏医年门诊人次

达到 334 万人次，住院人次达到 2.4 万人

次。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藏医药服务覆盖率分别达

100％、94.4％和 42.4％。17 家藏药生产

企业通过国家 GMP 认证，能够生产 360

多 个 藏 药 品 种 ，拥 有 藏 药 国 药 准 字 号

311 个；甘露、奇正、诺迪康、神水、神猴

等藏药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

家藏药企业已上市，3 家藏药企业销售

额超亿元……

藏医药的发展壮大，带来的是高效

毕业生就业面的拓展，就业率的增加。

数据显示，2022 年，西藏城镇新增

就业 5.1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国

平 均 水 平 ，应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达

95.6%，农牧民转移就业 63.1 万人，主要

就业指标全部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毕业后，我进入了西藏藏医院工

作，在藏医药研究院藏药开发与应用研

究所从事传统药剂的剂改工作，按照藏

医药典籍里的配方，通过检测、提取等

现代制剂方法，将传统汤药制成藏药冲

剂。”“90后”藏族姑娘旦增央金说。

旦增央金说：“我在成都西藏中学的

一位女同学，毕业后也考入了藏医院。”

同旦增央金一样，“90 后”藏医医师

索朗也是毕业后就进入了西藏藏医院

工作。“藏医在西藏人心中有着特殊情

感 ，因 看 中 藏 医 药 愈 发 红 火 的 就 业 前

景，2010 年，我顺利考入西藏藏医学院

学习藏医临床专业。毕业后，我如愿成

为了一名藏医临床医生。”索朗告诉记

者，“我们那届藏医临床班有 41 个人，毕

业时全部就业，现在分别在各地市藏医

院等一线工作。”

索 朗 表 示 ，现 在 他 的 工 资 待 遇 不

错，在拉萨当地算是中上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

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途径。近年来，西藏

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就业的扶持政策，同时，积极开展

校企合作，推动西藏高校毕业生高质量

就业和对企业的人才支撑。

“近两年，公司新进高效毕业生有

150 多人，其中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占比

80％以上。目前，我们在藏医药核心技

术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新突破，这

得益于高水平青年人才源源不断加入。

今年，我们又接收了 15 名西藏藏医药大

学的学生实习。这些年轻人的加入，让

我们对藏医药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西

藏一家藏医药公司董事长达娃次仁说。

就业是永恒的课题，牵动着千家万

户的生活，任何时候都要抓好。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要着眼经济社会发展，

聚焦各产业领域发展需求，让产业发展

不断释放生机活力，以产业发展拓宽就

业空间，以就业促进产业发展，形成产

业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奏响产

业发展与群众致富的乐章。

近年来，我区不断促进藏医药事业产业协同发展，壮大产业带

动就业，奏响产业发展与群众致富的乐章—

“ 把 脉 开 方 ”助 发 展
本报记者 耿锐仙

桃儿七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可高达 50厘米，通常

五六月开花，七八月结果，桃儿七的根茎、果实均可入药。

时下，正是桃儿七成熟采收的时节，在林芝市朗县拉多乡

新扎村藏药材晾晒房里，刚采摘回来的桃儿七果子堆满厂

房，群众早早来到这里分拣、晾晒，场面十分热闹。

据了解，桃儿七作为实用性较强的藏药材，市场需

求量大，收益颇高。几年前，林芝市朗县新扎村成功完

成了桃儿七的人工种植实验和培育后，种植了 40 余亩

桃儿七。近日，新扎村正组织工人抓紧时间采收成熟

的果子。

走进新扎村藏药材晾晒房，村民们正在挑拣熟透的

果子，进行晾晒前的处理，看着一堆堆“金果子”，村民们

喜笑颜开，干起活来更是麻利又有干劲。

新扎村妇女主任查果告诉记者：“我们新扎村有药香

厂、养殖场、藏药材种植基地等，如果经常来干活的话，一

年可以拿到八九千，村里还会给每家每户分红 2000元，我

们再也不用到外面务工，在村里就业很方便，收入也提高

了，新扎村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心里很高兴。”

家 门 口 的“ 产 业 园 ”成 了 附 近 群 众 就 业 务 工 的 首

选。白玛德庆是新扎村村民，家里有 2 个小孩，大的上一

年级，小的才两岁，平时因为照顾小孩，白玛德庆不能去

远的地方务工。

“在这里干活一个小时就能挣 20 块钱，现在孩子还

小，去外面工作不方便，在这就很方便，可以一边带孩子

一边干活。”随着村集体产业的发展，白玛德庆在家门口

实现就近就业，不仅可以照顾孩子还能增加家庭收入。

近年来，新扎村在发展苏卡药香、牦牛育肥等村集

体产业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藏药材产业发展，按照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的工

作思路，充分发挥南派藏医文化优势，先后建立了娘尼多杰藏药材种植基地、配

套完善了藏药材加工设备、打通销售渠道，不断提高藏药材附加值，努力实现产

业增值、农户增收的目标。

发展之初，由于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新扎村的藏药材品质往往达不到标

准、通不过检测，价格也低，更是难以推向市场。针对这一问题，在朗县县委、县

政府和广东省惠州市援藏工作队的大力支持下，2021 年，新扎村投资 800 多万元

新建晾晒厂，进一步打造提升了藏药材种植基地。2022 年，在农业农村局等相

关部门的帮助下，进一步配套完善了药材加工设备。

目前，新扎村共种植桃儿七、当归、藏木香等藏药材 388 亩，每年平均创收 10

万余元。今年，新扎村在采收本村藏药材的基础上，还不断向附近乡镇和村居

大量收购藏药材，在集中加工处理后销往市场。

本报昌都电（记者 平措郎加）为

有效管控农田土壤环境风险，切实做

好耕地安全利用，从源头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昌都市农业农村局在全面

完 成 调 研 、示 范 区 组 织 建 设 的 基 础

上，正式拉开了 2022 年度耕地安全利

用示范区收获、采样、监测的序幕。

昌都市农业农村局技术支撑单

位 、农 业 农 村 部 环 境 保 护 科 研 监 测

所 围 绕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技 术 探 索 ，按

照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基于

土 壤 和 农 产 品 深 度 监 测 数 据 ，结 合

现 场 调 研 情 况 ，制 定 实 施 方 案 并 明

确了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年度实施区

域、目标任务。

8 月以来，根据试验设计及不同

农作物成熟进度，昌都市边坝县 200

亩 的 联 合 攻 关 技 术 示 范 区 迎 来 收

获。在边坝县耕地安全利用核心试

验示范区与中试示范区，根据不同种

植品种、种类，分别采用大型联合收

割机及微型手持收割机进行收获。

为进一步筛选高效安全利用技

术模式，完成技术措施跟踪监测，技

术支撑单位开展了青稞及油菜样品

采集。在边坝县联合攻关示范区采

集农作物样品 211 个、土壤样品 211

个，洛隆县联合攻关示范区采集农作

物样品 182 个、土壤样品 182 个，类乌

齐县集中推进示范区共采集农作物

样品 18个、土壤样品 21个。

在此期间，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

科研监测所在八宿县、芒康县开展了

叶面调控剂的喷施。

此次阶段性工作的开展，进一步

完善了昌都市耕地安全利用示范区

建设，将为逐步形成耕地安全利用工

作的“昌都模式”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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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

以风险管控为重点保障土壤环境安全

本报拉萨讯（记者 彭琦 实习生 旦

增旺姆）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获悉，为切实助力汛期防灾救灾工

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

持续加强汛期市场价格监管工作。

据悉，我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汛期重点加强民生

商品、防汛常用药品及消杀用品、防

汛及洪涝后重建物资、线下线上主要

交易平台等行业和领域的市场价格

监管。为进一步加大价格监管工作

力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巡查监

测，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

环节、重点商品的巡查，实现监管端

口前移，切实提高工作效能，特别加

强对“路边店、街边店、小区店”的巡

查 和 监 管 ，防 止 各 种 乱 涨 价 行 为 发

生，强化对整体价格水平和重点商品

服务价格监测力度，科学预判市场价

格走势。强化对整体价格水平和重

点商品服务价格监测力度，科学预判

市场价格走势，提高价格监督工作的

前瞻性、针对性；加大执法力度，及时

开展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对价格波

动较大的领域和环节，视情况开展明

察暗访。从严从快查处借汛期洪涝

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价格

欺 诈 等 违 法 行 为 ，及 时 公 布 典 型 案

例，形成有效震慑。

此外，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畅通

12315 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投诉

举报，妥善处理群众诉求，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

我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持续加强汛期市场价格监管工作
进入 10月以来，日喀则市旅游热度不减，始建于公元 1447年的扎什伦布寺成为众多中外游客的首选。

图为十一期间，国外游客在扎什伦布寺内游览参观。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摄
景美人和 热度不减

近日，在日喀则市文创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举办了 2023 年中外商

品展销会，此次展销会共邀请了国内外 155家名优企业，商品种类丰富多样。

图为市民在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 张丽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