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4年 12月 9日 星期一

主编：王永红 责编：王艺霏 见习编辑：王佳琦 邮箱：xzrbyaowen@163.com2

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卫生健康有关工作
罗梅主持并讲话

本报拉萨12月 8日讯（记者 段敏）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罗梅主持召开自

治区政府专题会议，深入推进王君正

书记“五个针对”要求落实，听取相关

部门和各市（地）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阶段性总结卫生健康“八项行动”推进

工作经验，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落实“五个

针对”要求、扎实推进“八项行动”新认

识。要坚持问题导向，织密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

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

众健康“获得感”，展现全民健康素养“新

风貌”，构建卫生健康事业新格局。要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宣传引

导，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出版《藏西医护士手册》（上下册），

为藏医药教育事业提供了教材；研制的

七十味清血丸，经过十多年临床试验，

得到广泛认可；带领学生制作真贡成觉

丸等 132 种藏药，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

步掌握藏药知识和技能；长期担任藏医

专业学科带头人，治病救人，既当老师

又当医生……

那曲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洛

桑尼玛，投身医疗教育事业，用自己的

行动，写好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两本

书”。

洛桑尼玛，今年 48 岁，自 2002 年踏

上讲台起，便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藏医药

教育事业中，并耕耘了 22年。

22 年前，洛桑尼玛从西藏藏医学院

毕业后，分配到那曲市巴青县小学任

教。当时县里卫生所看病的老百姓比

较多，洛桑尼玛经常利用下课、节假日

的空闲时间到卫生所帮忙，并利用专业

知识为患者看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洛

桑尼玛治病救人的事迹在当地群众中

传播开来。

对于洛桑尼玛来说，行医是一种使

命。他秉持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行医

行善的原则，哪怕工资微薄，也要用每

月的收入购买药材，为学校师生和附近

贫困群众免费看病。因在治病救人方

面的卓越表现，洛桑尼玛于 2008年被调

至巴青县藏医院担任医生，之后又调至

那曲市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担任藏医专

业学科带头人。

在教育领域，洛桑尼玛学以致用，

先后出版了《藏西医护士手册上》《藏西

医护士手册下》，为藏医药教育提供了

宝贵的教材。从事教育事业多年，他培

养了 1000余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

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其中，两名学生

还开办了藏医院，12 名学生开设藏医药

诊所，18 名学生成为民间医生，那曲市

各县乡等医院都有他培养的骨干医生。

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治病救人的

第一线，为藏北的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在 2010 年那曲市阻击“甲型 H1N1”流

感时，洛桑尼玛带领那曲市职业技术学

校藏医班 100多名学生，购置药材，制作

预防药物，并免费发放给全市师生和周

边群众，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洛桑尼玛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

认可和高度赞誉，先后获得了“黄炎培

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羌塘最美青

年”称号，还多次被评为县级、校级、市

级的优秀教师、优秀党员、道德模范等。

医疗教育一头连着藏北教育发展，

一头连着藏北健康事业。洛桑尼玛忠

于职责使命，默默扎根在藏北草原，奉

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的事迹在

藏北草原上被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人

在教育和医疗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医”海无涯，学无止境。洛桑尼玛

表示，将聚焦医学人才培养目标，聚焦

人民健康服务需求，为那曲医疗教育事

业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那曲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洛桑尼玛：

写好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两本书”
本报记者 赵书彬

（上接第一版）

近 年 来 ，我 区 藏 医 药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市 场 对 藏 药 材 的 需 求 量 急 剧 增

长。但野生藏药植物数量有限，生长

周 期 长 ，且 很 多 生 长 在 高 山 深 谷 中 ，

采 摘 不 易 ，有 些 还 是 国 家 保 护 植 物 ，

有限的野生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

尼 珍 告 诉 记 者 ，不 同 于 鲜 切 花 的

培养，藏药植物的培养需要从选择优

良、健康、无病虫害的种子或植株作为

培养材料的收集做起，为此，她经常带

领团队成员前往藏药植物的生长地，

跋山涉水收集植株实验材料。以名为

“船盔乌头”的藏药植物为例，这种植

物生长在海拔 3200—5000 米间的山坡

草地或灌丛中，其块根或地上部分常

被 藏 医 用 于 清 胆 热 、解 瘟 毒 ，治 疗 流

感、肝炎等疾病。尼珍及其团队经过

多次培养实验，最终发现茎段是最适

合进行人工繁育的材料，成活率最高，

发芽之后能经受住瓶苗、炼苗、移栽等

多 个 阶 段 的 考 验 并 顺 利 长 大 。 多 年

来，除了“船盔乌头”之外，尼珍及其团

队 还 对 包 括 白 花 秦 艽 、甘 青 青 兰 、柴

胡、乌奴龙胆、水母雪兔子、毛莲蒿在

内的几十种珍稀濒危野生藏药植物进

行了人工繁育。

作 为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尼 珍 ，如 今 又

有 了 一 个 新 身 份 —— 自 治 区 政 协 委

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政协委

员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

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

真履行委员职责。尼珍成为政协委员

以来，深感责任使命重大，结合自己的

专业提交了墨脱生物多样性保护、西

藏兰科植物保护等多件提案，这些提

案或从具体、或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呼

吁社会保护珍稀野生植物、保护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目前已得到相关部门

的重视和解决。

“政协委员不是开开会、举举手那

么简单，要真正关注社情民意，为老百

姓办实事、解难题。对于我来说，今后

将把本职工作与政协委员应当肩负的

责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开展更多珍

稀野生藏药植物的人工繁育工作，以实

际行动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尼珍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道。

接 受 完 记 者 采 访 ，尼 珍 又 一 头 扎

进实验室，在她的手边，川贝母、水母

雪兔子、绵头雪兔子、金线莲、石斛的

幼苗正从玻璃瓶的培养基里面冒出点

点绿意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植

物将把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装点得更

加美丽。

（上接第一版）

记者了解到，物流港每天配送到

西藏各地的物资超过 400 吨。“青藏线

是西藏的生命线，我们最远的货源是

在 5000 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齐齐哈尔。”

杨显庆说。

在物流港内一家名为“鸿厨创”的

公司里，七八个 90 后年轻人在办公室

忙碌着。公司负责人李林也是 90 后，

在这里创业已经 3年。

“我们主要经营各类火锅、烧烤等

食材和调味品批发。随着西藏人民消

费需求提升，物美价优的产品更受欢

迎，消费者花同样的钱，吃到的东西也

更好了。”他说，冷链物流在西藏发展

势头好，目前公司已提前完成全年销

售额增长 30%的目标，明年有望冲击亿

元营收。

物流业的大发展也带动了更多就

业。据了解，这个物流港有700多名员工。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换了新车买

了大房子，这都得益于青藏公路。”45岁

的尼玛吉布来自西藏山南市，从事牦牛

肉销售已经 8年，“我主要从拉萨市当雄

县、青海、四川红原县等地批量收购牦

牛肉，然后再零批零售到西藏各市县地

区，年产值在 8000万元左右。”

1994 年出生的货车司机姜浩来自

山东烟台，已跑青藏线 4 年，每次行程

4000 公里。随着客户增多，姜浩手里

的冷链货车从一台发展到五台，年收

入超过 60万元。

“ 青 藏 线 的 服 务 现 在 越 来 越 好 。

过去每到一个检查站都要下车验身份

证，冬天又冷又耽误时间。如今通过

视频采集，全程过检不下车。”姜浩说。

花 草 馨 香 盈 满 怀

（上接第一版）

对此，西藏舒心实业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洛桑卓玛表示：

“在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推动下，

我们作为实体经济感触颇多，各级政

府部门主动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

效能和标准，为我们企业发展排忧解

难。尤其《西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明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相信这

会给我们民营企业打造更高效、公正、

到位的营商环境，民营企业对未来的

发展也会更有动力。”

今年以来，为全力解决经营主体在

市场准入、经营、退市方面存在的堵点难

点问题，全方位保障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我区相关部门印发了《西藏自治区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发

展活力实施方案》，在各项领域大幅简化

准入审批，以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

单管理、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行电子证

照归集运用等改革配套措施保障“证照

分离”全覆盖，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

并创新和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引导经营

主体加强自律自治、依法依规经营。

同时，聚焦个体工商户发展中遇

到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印发了《关于

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促

进 个 体 工 商 户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细化分型分类标准，制定精准帮

扶措施，开展梯次帮扶培育，引导支持

转型升级，着力提升个体工商户总体

发展质量。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区新

设立经营主体 4.21万户，全区经营主体

数量达到 52万余户。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信用和营

商环境建设处副处长余里彪介绍，近

年来，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

组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从政务环

境和融资环境方面入手，通过完善政

务服务平台功能，持续推进系统融通

与数据共享，实现全区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 100%。同时，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牵头建成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

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依托西藏自

治区信用信息共享与交换平台，加强

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应用，引导金

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精准信用画像，促

进信用贷款发放，缓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题。截至今年 10 月末，我区人民币

贷 款 余 额 达 6663.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90%，增速居全国首位。

态度鲜明，举措务实，彰显了我区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未来，我

区将立足具体政务服务事项和办理流

程，让信息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及时

纠治市场顽疾，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

力，打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我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 畅 其 行 货 畅 其 流

本报拉萨12月 8日讯（记者 央金）

为更好匹配金融资源与央企需求，促进

双方深度融合，近日，西藏银行在拉萨

举办了“携手共进、助力西藏发展”驻藏

央企银企对接会。会议吸引了 13 家央

企代表参加，西藏银行与 2 家驻藏央企

现场签约，分别给予意向授信 10亿元。

据悉，近年来，西藏银行在自治区

党委、政府及监管部门支持下，不断创

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量，特别为驻

藏央企量身定制服务。通过与各行业

主管部门合作，推出“项目前期贷”“民

薪贷”等特色产品，并设立绿色通道，

提高服务效率。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西藏区域

负责人焦云龙表示，央企将结合西藏

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助力西藏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

建。同时，希望通过融资合作，促进企

业发展，深化产业援藏，支持西藏特色

产业发展，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西藏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对接会成效明显，未来银行将继续优

化服务，精准对接央企需求，支持其在

藏项目，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西藏银行举办驻藏央企银企对接会
与2家驻藏央企现场签约，分别给予意向授信10亿元

本报拉萨 12月 8日讯（记者 桑邓

旺姆 通讯员 郑龙 夏明勇）为防范化解

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全面做好今冬

明春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入防火期

以来，西藏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坚持

“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的方针，先后出

动 130 余名指战员，携带各类防灭火装

备，分别前往边坝、芒康、墨脱、亚东、吉

隆等 11个重点有林县实施靠前驻防。

此次驻防区域均位于全区森林腹

地和高危火险区域，目前，11 支驻防分

队全部抵达各自驻防点，各项工作已

全面铺开。驻防队伍结合驻地实际，

开展针对性灭火专业训练，并组织指

战员携带地图、无人机等勘察装备，采

取实地查看、询问了解、研究分析等方

式深入重点林区进行携装巡护，排查

林区火灾隐患，收集河流、道路、植被、

地形等信息，及时掌握林情、社情等最

新数据资料，标记可用水源和交通道

路，形成精准的“防火图”。

据介绍，下一步，各驻防分队将加

强与驻地应急、林草和气象等部门的

沟通协调，建立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机

制，联合开展森林草原科普宣教、护林

员培训、协同演练等工作，不断细化完

善应急方案与预案，强化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的主动性和连续性。

西藏森林消防总队靠前驻防筑牢防火安全线

12 月 1 日，西藏山南市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帐篷大集”——为期一周的雅

砻物资交流会（以下简称“物交会”）。

今年是物交会举行的第 44个年头，传统

与现代交融，高原大集有了新意。

鲁琼交易市场内，帐篷摊位鳞次栉

比，各式商品琳琅满目：措美的牛羊肉、

加查的木碗、扎囊的氆氇、贡嘎的金丝

帽、隆子的黑糌粑……来自山南市 12县

（市、区）的农特产品纷纷亮相，构成了

独具高原特色的帐篷百货商场。

牛羊肉展区历来占据物交会的 C

位，交易也是最为红火的。措美县作为

山南市牧业大县，一直是参展人数最多

的县。“物交会是我们县牧民销售畜产

品的最大平台，今年有销售展位 859个、

参展牧民 2132 人，进场牛羊肉总价值

3800 多万元。”措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普布扎西说。

经过一番挑选、议价，乃东区市民

琼琼在措美县哲古镇扎杂村村民旦增

罗桑的摊位，以均价 3000 元的价格购

买 了 四 条 牛 腿 。“ 年 底 制 作 风 干 牦 牛

肉是传统。因为哲古草原的牦牛肉品

质 好 ，所 以 我 每 年 都 要 买 几 条 牦 牛

腿。”

除了商家优惠外，琼琼这单还得到

了政府实实在在的补贴。“今年消费券

不用抢，扫描卖家的收款码输入金额，

政府的消费补贴就直接扣减了，很方

便。”

山 南 市 商 务 局 局 长 李 浩 路 介 绍 ，

为提振消费、活跃市场，今年物交会通

过现场消费满减的方式给予消费者政

府补贴。“市里投入补贴资金 500 万元，

对满 200 元的单笔消费，不限单数、不

限品类，消费者通过扫描商家‘藏源乃

东’收款码，输入实际消费金额后，每

人最高可享受 400 元的满减补贴。”李

浩路说。

因牛羊肉品质好，不少外地消费者

也乐于购买。依据羊的骨骼、肌肉纹

路，措美县哲古镇村民平措熟练地将羊

肉分割后进行真空包装。

“以往邮寄整只羊很麻烦，今年的

分割真空包装服务，不仅让邮寄更方

便，也让肉质更加保鲜。”在山南工作生

活了 16年的于泽浩，每年都要购买羊肉

寄给河南老家的亲朋好友，今年的服务

令他特别满意。

线下交易火爆，线上订单也纷至沓

来。由于地处祖国边陲，西藏农特产品

出藏时效差、物流成本高。如何破解掣

肘问题，提高消费者购买体验就显得尤

为重要。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承接物交会的

网络直播，通过对上一年数据的总结分

析，今年我们大胆创新，提前通过冷链

车将货值 1000 万元的热销产品运送至

位于湖北武汉的云仓。”西藏美葱生活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书飞说，“消费

者在直播间下单后，货品会在第一时间

从云仓发出，大大节省了物流时间。我

们也会根据产品销售情况，及时对云仓

进行补仓。”

不仅物流时效提高，物流成本也有

红利。据了解，第 44届雅砻物资交流会

期间，山南市共投入物流补贴 100万元，

消费者通过电商直播平台线上购买的

物交会参展商品，可直接通过邮政、京

东、顺丰等快递现场服务点寄出，所产

生的邮寄费用享受全额补贴。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盛会与直

播带货效应叠加，线上线下同时销售，

让更多特色产品走出西藏。

山南市委副书记尼玛旦增说，雅砻

物资交流会 1981年首次举办，最早只是

为了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随着时

代发展，物资交流会规模越来越大，参

展商户越来越多，已发展成为加快商贸

流通、提振市场消费、增加群众收入、扩

大对外开放、繁荣地方经济的重要平

台，为展示山南人文魅力、推动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此次物交会以‘提振消费、活跃市

场、促进增收’为主题，共设 2685 个展

位，除各县市区农牧民商户外，还有来

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等国的客商

和 台 湾 、广 西 、内 蒙 古 等 地 的 商 户 参

会。”尼玛旦增说，今年，山南市共统筹

600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促消费活动，同

时，通过“现场直播+区外建仓”的方式

大力开展直播带货，推动山南市特色产

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转载自《经济日报》2024年 12月

8日第07版）

高 原 大 集 有 新 意
经济日报记者 贺建明

近年来，林芝米林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瞄准市场需求，通过“种植基地+生产加工+中药材保护与传承”成熟运作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持续优化升级集种

植、深加工、保护与传承为一体的中药材产业体系，不断推动中药材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

图为米林市帮仲贝母种植基地的员工在检查贝母长势。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