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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芮怡星）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民主改革65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高度重视
藏医药事业产业发展，我区藏医药事业和产业都保
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态势，藏医药已基本形成医
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发
展的新格局，为保障各族群众生命健康发挥了积极
作用。

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藏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刘伟
伟介绍，民主改革65年来，全区藏医医疗机构从3家
增至49家，民营藏医医院发展到13家，三级甲等藏

医医院5家。公立藏医医院床位从32张发展到2895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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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0%、94.4%、42.4%。

同时，全区藏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技术骨
干、高级人才梯队基本形成。藏医药科研水平不断
提高，组织藏医药专家制定了《藏医医疗技术规范》

《藏医药浴法标准》等标准，联合青海、四川、甘肃、
云南4省制定《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藏医药基本
术语标准》等藏医药行业标准。藏医药特色产业不
断发展，西藏藏药生产企业从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生

产模式向现代化迈进，产业链条不断完善，“藏医药
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四部医典》列入“世界记忆（国际）名
录”。

当前，藏医药在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愈加突出。刘伟伟表示，下一步，我区将把
藏医药继承好、发展好、运用好，努力实现藏医药健
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藏
医药与现代化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人民健康，服
务健康西藏建设，彰显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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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区所有乡镇

4月12日，记者从西藏
民主改革65周年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民主改
革65年来，西藏卫生健康事
业发生了沧桑巨变，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均
预期寿命由1951年的35.5
岁提高到2021年的72.5岁，
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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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来，西藏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日益
健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谭相东在发布会上介绍，我区从极度缺少现
代医院到全面建成五级卫生健康服务网络，
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由民主改革前的43个增加
到2023年的1821个，医疗机构床位数增至2.2
万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至3.34
人，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二院支援的2
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拉萨，全区医疗卫
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超过1571万、入院人数
超过36.4万，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覆盖到全区
每一个乡镇卫生院，群众实现了不离乡、不离
土就能看病就医的愿望。

65 年来，疾控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完

善，自治区、市（地）、县（区）疾控局均已成
立。确立了“10 苗防 11 病”免疫策略，建立
起免疫规划监测管理体系和县、乡、村三级
预防接种服务网络，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保持90%以上，多种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包虫病患者实现应治
尽治；2012 年全面启动先天性心脏病免费
救治工作，已救治7000余名患儿；碘缺乏病
基本消除，大骨节病 2018 年以来无新发病
例。”谭相东说，西藏的公共卫生安全得到
极大改善。

65年来，西藏的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得到
极大提升。从妇幼健康单项服务逐步扩展到
覆盖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形成婚前、孕前、

孕期、产后、儿童时期服务链，妇女“两癌”免
费筛查与适龄女生HPV疫苗接种扎实推进，
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享受到优质保健服务。
民主改革前，孕产妇主要靠土法接生，现在通
过大力推行新法接生，实行孕产妇五色管理
等，孕产妇死亡率从1951年的5000／10万降
至 38.63／10 万 ，婴 儿 死 亡 率 从 1951 年 的
430‰降至5.37‰，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提高到
99.15％，妇幼健康核心指标持续向好。

65年来，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取
得显著成效。我区通过深入开展健康扶贫
三年攻坚行动，按照“三个一批”策略，为罹
患38种大病的贫困患者提供规范化集中治
疗，为慢病贫困患者提供基本救治和家庭医

生签约管理服务，为重病贫困患者提供兜底
保障，因病致贫返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动
态清零，有力保障西藏各族群众与全国人民
同步迈入小康社会。谭相东说：“在此基础
上，我们还深入开展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基层所盼，
实施六大攻坚行动，推动关口前移、重心下
沉，防止边缘群众因病致贫返贫，健康扶贫
成果得到巩固。”

谭相东表示，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办好卫
生健康民生实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不断
巩固基层医疗卫生基础，传承创新发展藏医
药事业产业，推动健康西藏建设再上新台阶。

商报讯（记者 次吉）4月9日，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中的
青春力量”。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长期以
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始终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和战略性任务，发挥共
青团组织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找准可为领
域、明确主攻方向、主动担当作为，教育引导全
区各族青少年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高度认同，最广泛、最紧密地把各族各界青
年凝聚在党的周围。

3月25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青少年主题展馆正式开馆，该展馆位于西
藏自治区青少年宫内，总投资1700万元，历时
三年建成。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事业发
展部部长普布卓玛介绍，展馆由中华民族历
史、红色文化、城市发展等部分组成，并设有
手工制作教学、绘画学习、实践教育等内容，
是一座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科
技互动、自然生态体验于一体的青少年校外
实践场所。

“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能够积极参与，以展
馆主人翁的身份进行宣传宣讲，我们从网络
报名的200余名汉、藏、回、壮等不同民族青少
年中招募兼职讲解员，目前，已有56名青少年
成功被聘为首批兼职讲解员。开馆两周以

来，已接待2批次1000余人次参观，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反响。”普布卓玛说。

同时，记者了解到，为突出团的特点，发
挥组织化动员优势，引领青少年助力创建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区，2022年6月，团区委、区
教育厅、区民委联合印发方案，在自治区、市
地、县区、乡镇、村居和全区高校系统、中学中
职系统、少先队组织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团（队）组织创建工作。截至2023年底，共
有2522个团组织、2813个少先队组织被命名
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团（队）组织。

2023年4月，首届全区青少年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讲大赛举行，在全区取得
热烈反响。团区委统战联络部副部长李捷介
绍，全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
讲大赛是团区委助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的又一有力抓手和工作尝试，首届大
赛在全区广泛开展，共有2000余名青少年直
接参加活动，100余万人次观看决赛直播，取
得积极社会效应。

“2024年度，我们还将继续举办第二届全
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
大赛，拟于4月至5月在全区进行选拔，5月底
开展全区总决赛和颁奖典礼。本届大赛也将
加大社会化动员力度，采取社会海选方式遴
选参赛人员，以提升大赛的社会参与度和影
响力。”李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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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记者 阿旺尼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