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医疗卫生是满足人民群众
健康需求的“网”底，是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也是人民群
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自治区两
会上，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八宿
县然乌镇卫生院院长多吉卓玛分享
了工作13年以来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和变化。

“2010 年，我刚工作时，然乌镇
卫生院只有 4 名医护人员，医疗设
施落后，卫生院面积很小，诊疗室就
是一间平房。”多吉卓玛告诉记者，

“由于缺乏先进的诊疗技术，卫生院
只能处理一些常见的疾病，复杂的
疑难病症就需要患者前往上级医院
进行治疗。”

虽然多吉卓玛的家乡在林芝，
但早已把然乌镇当成第二故乡，对
于“家乡”医疗卫生的变化，她如数
家珍。多吉卓玛说：“经过十几年的
发展，当初的然乌镇卫生院已经变
成了三层的楼房，引进了高压氧舱、
便携式心电图仪、血液分析仪、除颤
仪等先进的医疗设施，医疗团队也
越来越专业，18名医护人员大多是
全科型人才，除了部分大型手术不
能开展外，其他疾病都可以处理，而
且医药费还能及时报销。”

为了提升当地农牧区群众就医
获得感，今年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
卫生院计划新建一座卫生院，将“便
民、利民、惠民”的医疗卫生服务落

到实处。“新建的卫生院设计更加合
理，预计今年4月动工，争取在年底
投入使用，到时候也会引进最先进
的设施设备，让更多农牧民群众在

‘家门口’找到满意‘医’靠。”多吉卓
玛说。

一个个发展变化见证了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喜人
变化。多吉卓玛表示，作为基层医
疗行业的一名人大代表，深感肩上
的责任重大，今后一定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职履责、建言献
策、为民发声，全力守护当地群众身
体健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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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隆县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是
西藏自治区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素
有“藏东粮仓”的美誉。

在自治区两会上，自治区人大
代表、洛隆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次
仁介绍，“青稞是洛隆县的龙头产
业，我们围绕‘五大养殖基地、七大
种植基地’的产业布局，强化龙头企
业支撑，在青稞产业方面前后投入
7607.27万元，实施青稞基地建设项
目、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及加工基地建
设、青稞精酿啤酒等以青稞为主的项
目，目前，各个项目效益都很不错。”

作为青稞盛产地，洛隆县将如
何为老百姓谋福利，如何把“洛隆糌
粑”推向新的高度为己任，在全县建
立优质青稞生产基地近6万亩。巴
桑次仁介绍，在打造“洛隆糌粑”的
基础上，洛隆县农业农村局积极与
农户签订良种收购合同，以高于市
场价 0.3 元/斤的价格收购良种，大
力发展订单农业，通过良种收购，带
动了洛隆县农牧民群众种植青稞良

种的积极性。同时，连续 5 年为全
市十一县（区）提供良种700余万斤。

如今，洛隆县糌粑的代名词是
“洛宗糌粑”，“洛宗糌粑”在全区市
场上更是一张响亮的产业名片。

回望洛隆县青稞产业发展之路，
从最传统的青稞磨制成粉到现在的
深加工产品，青稞产业实现了华丽蜕
变，为当地企业、群众带来了可观的
前景和收入。巴桑次仁自豪地说：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青稞精深加
工产品的品种逐渐丰富，附加值也越
来越高。青稞加工方面由龙头企业
洛宗特色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和洛隆
县农牧科技推广服务中心负责经营，
一粒粒青稞每天都在这两家公司不
同的生产车间里完成蜕变。”

据了解，洛宗特色产品开发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青稞深加工的现代
化企业，是西藏自治区扶贫龙头企
业之一。该公司按照“公司+基地+
农户+市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运
营，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公

司主打水磨糌粑、青稞挂面、糌粑饼
干、青稞糕点、青稞米、泡菜等60余
种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23
年，洛宗特色产品开发公司的青稞
产品交易额达578万元。

“我们在增加青稞产品附加值
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牧民增收。”
巴桑次仁告诉记者，2023年，洛隆县
农牧业产业吸纳就业586人，人均增
收5965元。2023年，参与在建和续
建项目临时务工226人，发放劳务工
资198.7万元，人均增收8792 元，青
稞已然成为洛隆县群众增收致富的

“软黄金”。
“群众收入提高了，生活也变好

了，这种家门口挣钱的便利，使得群
众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高。”巴桑次
仁表示，未来洛隆县将积极打造青
稞种植、加工、产品研发、销售到青
稞秸秆收购、饲草料加工、销售的全
产业链，推动青稞产品不断实现跨
界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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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大代表、洛隆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次仁：

让青稞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软黄金”

2023年，我区应届高校毕业生
区外就业3605人，创历史新高。

2024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推广高校毕业生区外“组团式”就
业新模式，全面拓宽市场化就业新渠
道，力争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
以上，市场化就业率70%以上。

就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
连着经济发展，是最大的民生。

自治区政协委员、西藏职业技
术学院旅游文化学院学管科科长廖
海南认真聆听政府工作报告后，深
有感触地说：“解决好就业问题，始终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为主的就业方向，将毕业生就

业工作作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最
终落脚点，努力做好学院毕业生就
业工作，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实现学院毕业生就业工
作总体稳定。”

廖海南介绍，近5年来，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的市场化就业率超过
85%。同时，西藏高职院校毕业生
也面临着就业观念陈旧、就业心态
不明朗、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
况影响较深等问题。构建以市场就
业为主渠道的高校毕业生多位一体
就业体系，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充
分就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
在。廖海南认为，政府应加强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实习
岗位；教育部门应加强对高校的指
导和支持，推动高校改革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社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高校
毕业生的关注和支持。总之，构建
以市场就业为主渠道的高校毕业生
多位一体就业体系是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只有加强政策引导、提升教育质量、
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创新创业支持，
才能更好地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
求，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琼达介绍，近年来，全区应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左右，市
场化就业占比达70%以上，高校毕
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但由
于我区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产
业吸纳就业、重点项目带动就业的
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同时，我区高
校毕业生规模不断攀升，2024年预
计达到3.54万人。

对此，琼达表示，要全面高效
落实政策、全面高效优化招聘活
动、全面推进区外就业、全面压紧
工作责任，才能在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时，进一步做好我区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 记者张雪芳

全面拓宽市场化就业新渠道
2024年，力争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

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卫生院院长多吉卓玛：

伴随医疗环境不断完善，群众获得感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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