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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把包虫病带入小康社会”
——我区开展包虫病防治记

本报记者 袁海霞

■导读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对口援藏

省市的支持下，我区先后协调组织近

500 名区外专家进藏，与 3000 多名区

内医务人员组成 800 多个筛查组，分

赴 全 区 各 乡 镇 、村 开 展 筛 查 工 作 。

2017 年，全区累计筛查 290.4 万人，检

出病例 26846 例，实现了“县不漏乡、

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的目标，克服诸

多难题，把 2017、2018、2019 年 3 年工

作任务量在 1 年内圆满完成，创造了

西藏地方病、传染病防控史上的一个

奇迹。

“经过复查，你的包虫病已经根治了。”

2017 年 11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解放

军第 302 医院，来自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哲

古村的村民旦增玉珍，听到为自己做手术的

主刀医生——302 医院肝胆外科二中心主任

刘振文的复查意见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和旦增玉珍一起来做康复回访的，还有

她 11岁的女儿彭琼。

旦增玉珍一家都是牧民，家里养了 70只

羊、10 多头牦牛，经济条件虽不算富裕，但生

活还算幸福。可不幸的是，这种幸福被母女

俩相继检查出包虫病而改变。

其 实 旦 增 玉 珍 被 确 诊 患 上 包 虫 病 已

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只是因为当时其体

内 的 包 虫 囊 较 小 ，对 生 活 影 响 不 大 ，旦 增

玉 珍 就 一 直 没 有 接 受 治 疗 。 然 而 随 着 包

虫囊逐渐增大，包虫病的疼痛已经影响到

了 她 的 生 活 。 雪 上 加 霜 的 是 ，随 后 ，女 儿

彭 琼 在 学 校 组 织 的 包 虫 病 筛 查 中 也 查 出

了包虫病，这下可愁坏了旦增玉珍一家。

2016 年 8 月，302 医院的专家前去哲古

镇筛查疑似包虫病患者时，旦增玉珍和女儿

被确定为救治对象，几天后就进行了手术，

而且，手术地点还是在首都北京。

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病，旦增玉珍和女

儿很是高兴，也对医生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旦增玉珍和女儿所患的包虫病，是棘球

绦虫幼虫寄生在任何动物体内所致的一种

人兽共患慢性寄生虫病，该病主要侵袭人的

肝脏器官，肺部、脑部、骨骼等其他器官也会

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泡型包虫病是高度

致死性的疾病，潜伏期长，患者不经治疗，10

年病死率可达 94%，又被称为“虫癌”。包虫

病是农牧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

原因之一。

2016 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高度重

视下，相关部门组织全国 17 个对口援藏省

市，协调近 300 名专家，完成了西藏首次包

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西藏包虫病

流行范围广、程度重。全区 7 个市地、74 个

县均有包虫病流行，是全国惟一一个全境

流行包虫病的省份，人群患病率达 1.66%，

是全国平均水平 0.249%的 6.92 倍，包虫病

已经成为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危

害 人 民 群 众 健 康 的 重 大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之

一。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党中央和国务

院 高 度 关 注 下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郑 重 承

诺“决不把包虫病带入小康社会”，专门成

立了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指挥部，协同自

治区农业农村、公安、水利、教育厅等 17 个

部 门 ，按 照“ 党 委 领 导 、政 府 主 导 、部 门 协

助、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人群查治、传染源管控、健康教

育等综合防治工作，全面打响包虫病防治

攻坚战。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制订《西藏自治

区 包 虫 病 综 合 防 治 工 作 方 案（2017—2020

年）》《西藏自治区包虫病综合防治技术方案

（试行）》，为科学规范开展包虫病综合防治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根 据 我 区 各 级 医 疗 机 构 的 能 力 和 现

状 ，包 虫 病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制 定 了《西 藏 自

治 区 包 虫 病 患 者 救 治 管 理 办 法（试 行）》，

评 估 确 定 13 家 医 院 为 包 虫 病 外 科 手 术 治

疗 定 点 医 院 。 要 求 各 定 点 医 院 开 通 绿 色

通道，设定专用病床，责任落实到人，精排

工期，精确安排每月、每周的手术治疗量，

让 患 者“ 无 预 约 、无 等 候 、零 支 付 ”接 受 治

疗。

此项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

赞扬，尤其是广大患者对免费救治政策的一

致感恩。

次旺塔孜是昌都市丁青县的一名牧民，

2019 年被确诊患有包虫病。在相关政策保

障下，2019 年 7 月在丁青县人民医院进行了

手术，目前已经痊愈。

次旺塔孜说：“现在像健康人一样，可

以安心地生活、工作，真的太好了。幸好有

这么好的政策，能免费检查、免费治疗，住

院都不需要垫付一分钱。今后，我要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

据统计，目前，我区完成包虫病患者手

术救治 5057 例、药物治疗 15421 例，70 个县

包虫病患病率降至 1%以下，人群患病率从

2016 年的 1.66%降至 2019 年底的 0.26%，包

虫病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2019 年底，在昌都公路分局工作的魏芳

龄收到一条银行账户变动通知短信，2 万多

元的进账让她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细细想

来，原来是生育保险金，只是她没想到这么

快就报下来了，毕竟她从山东休完产假回到

单位还没到半个月。

为进一步有序推进医保报销工作，充分

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2019 年 7 月，昌都市

医保局起草并呈请昌都市人民政府印发了

《昌都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医疗费结算

及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权责下放工

作 实 施 方 案》。 通 过 实 施 权 责 下 放 ，各 县

（区）医保报销工作减少了两级审核环节，审

核权完全下放到各县（区）医保局，大大提升

了医保报销效率。

文件执行以来，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均能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异地就医政策，制定

了一次性告知制度，告知清单内容详实、条

理清晰，各级医保经办机构无论是异地就医

票据手工结算、“两定”机构费用审核结算，

均按照业务需求分类实现了承诺时限制度，

最长不超过 30个工作日完全办结。

2019 年 ，昌 都 市 职 工 生 育 参 保 人 数 为

36255 人，较上一年同期增长 0.9%；审核职工

生育医保报销 3460 人次；生育基金收入累计

2748万元，待遇支出 1815万元。

除职工生育保险，一直以来，昌都市医

保局创新医疗保障服务机制，突出便民、为

民、利民，不断完善以“一站式、一单制”为抓

手的医保报销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医疗保障

工作职能，一方面为各族群众提供高效、优

质的报销服务，发挥安民心、解民忧的积极

作用，建起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另一方面

落实、宣传好各项医保政策，进一步提升群

众对各项优惠政策的知晓率，引导群众树立

感党恩思想，了解恩从何来，恩向谁报，筑起

和谐稳定的“桥头堡”。

去年 10 月，从江达县前往成都就医的曲

措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将就医资料收集后

交给昌都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仅在一张申请

单上填上了姓名等必要的个人信息，短短几

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报销工作。

为实现群众“最多跑一次”的总体目标，

昌都市医保局制定印发《关于印发〈昌都市

农牧区群众医保报销“一站式、一单制”服务

实施方案〉的通知》（昌医保发〔2019〕16 号），

所有群众该享受的待遇全部能够在“一单”

上体现，初审人员现场告知群众所需提供的

报销资料，群众只需在“一单”上填写姓名等

必要个人信息，然后将必需的报销资料提供

给经办人员，余下的全部由市医保局全程服

务。

针对保险公司理赔部分的支付问题，昌

都市医保局将进一步加强同相关保险公司

的沟通协调，争取将商业保险部分也纳入

“一单”中，两部门业务经办人员实现“同台

办 公 、同 步 审 核 、同

步 支 付 ”，进 一 步 深

入 解 决 群 众“ 多 跑

路”的问题。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 王珊）2019 年，林芝市人社局始

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质

量和水平作为检验党员干部职工政治品格的试金石，尽最大努

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打造“六个平台”，以就业服务促民生。一是依托鲁朗创

客、永久梦想小镇打造双创基地，目前共吸引 165 家创业团队入

驻，吸纳就业 366 人。二是打造每周五精品招聘会，实现招聘活

动常态化，2019 年共举办精品招聘会 29 场次，1121 家用人单位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1.41 万个。三是打造专业化劳务市场，举办

劳务市场从业人员（劳务经纪人）培训班，加强对劳务派遣公司

的指导帮扶。四是发挥援藏优势，集聚全市职业技能培训师资

力量，打造职业技能培训师资库，同时引进符合林芝实际内地

培训项目。五是打造高校毕业生“五个一”综合服务平台。即

“一网”“一卡”“一家”“一刊”“一机制”：在全区率先建设林芝市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网；制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对

一”服务联系卡》；指导七县（区）成立“线上+线下”高校毕业生

之家；创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特刊》；健全林芝市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督导机制。六是创新培训及就业对接模式，举办高

校毕业生职来职往推介会。组织 50 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

为期 10天的就业创业和职业特训。

优化“三项举措”，以社保服务暖民情。推行综合柜员制。

整合窗口资源，优化窗口设置、人员配置，设立综合柜台 4 个，参

保登记、社保关系转移、参保信息查询等实现一窗办理。简化

办事流程。主动取消外地户籍人员参保时需提供的户籍所在

地未参保证明和在本地的务工证明，以及在办理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注销登记时，不再要求参保人员、指定受益人或法定

继承人提供死亡证明和关系证明。实现信息共享。对失业人

员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未就业高校毕业领取社保补贴等事项，

相关业务中心之间充分沟通，打破数据壁垒、优化审批流程、简

化审批手续，实现了参保数据信息共享，社保服务效能进一步

提升。

出台“一个办法”，以治欠保支解民忧。针对企业因资金周

转困难，导致拖欠民工工资的实际，林芝市人社局从原有的仅

帮助民工讨薪转变为同时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问题，制定出

台《林芝市民工工资保证金第三方担保暂行办法》，规定：以第

三方担保方式代替缴纳民工工资保证金，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

力。目前，全市已有两三家金融机构参与了第三方担保，已促

成 10余家企业达成协议，形成了明显的示范带动效应。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为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让患者少

排队、少跑腿，2019 年，我区大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

惠民措施，让优质医疗资源服务群众，大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带给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实惠、真真切切的利益。

据介绍，2019 年，我区建设了“健康西藏”网上预约挂号系

统，实现了 3 家自治区级医院和 14 家市地级医院网上预约挂号

全 覆 盖 ，从 去 年 4 月 1 日 系 统 上 线 以 来 ，实 现 网 上 预 约 挂 号

29516 人次，线上结算 47.56 万元，网上预约挂号比例逐步上升，

进一步优化了诊疗流程，改变了传统的窗口排队挂号模式。

扎实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工作，实现 60 家县级人民医院

与对口帮扶的三级医院远程医疗，将内地优质的医疗资源引入

我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方便患者在基层看病就医，得到

了患者和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点赞。

碧水青山，炊烟袅袅。行走在波密县

的乡村小路上，随处都是一幅震撼人心的

世外仙景。家在古乡的仁青也时常说：

“这里好山好水，生活自由，还有农家乐的

收入，我们的幸福指数一点也不比大城市

里的人差。”

近年来，波密县委、县政府充分利用

本地产业资源优势，坚持政策带动和企业

帮扶，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鼓励

贫困群众不离乡、不离土、就近就便“家门

口”转移就业，逐步实现稳步脱贫，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了很大提升。

“ 冰 川 、湖 泊 、森 林 、桃 花 、田 园 ……

这些都是我们带动百姓发家致富的最大

优 势 资 源 。”据 波 密 县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近年来，波密县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抓手，积极带动贫困群众参与全域

旅游、民宿旅游业，旅游服务水平和能力

不断提升，形成了旅游兴县、旅游富民的

大格局。

目前，波密县共有酒店、家庭旅馆、农

家乐、藏家乐 335 余家。西藏藏游公司帮

助米堆村 47 户 150 人走上致富之路，实现

年人均增收 2 万余元。巴卡仁青家庭旅馆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带动了周边群众

发展旅游业增收致富，还相继为 5 名贫困

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

人均年增收 3万元……

“ 现 在 ，我 们 根 本

不需要出去打工，光是

来家门口的游客就能给我们带来好几万

元的收入呢。”曾经的贫困户仁增高兴地

说。

波密，不仅风景优美，还有数不尽的

林下资源。为了加快特色农牧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拓宽百姓增收致富渠道，波密

县统筹各类资金 8390 余万元，建成核心保

种场 1 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3 个，大力推

广天麻、灵芝菌、羊肚菌等特色农牧产业

种植范围。

“不仅如此，我们县里还先后引进了

藏核、千金方等企业，这些企业会雇佣百

姓去养殖场里务工，而且还和我们签订合

作协议，以合理的价格收购村民的天麻、

松茸等林下资源。”村民扎西高兴地说，

“自从和厂家签了协议之后，我们的天麻、

松茸等林下资源就不愁销售了，能帮我们

省好多事。”

为 了 能 够 做 细 政 策 扶 持 扩 大“ 家 门

囗”就业，波密县还坚持以强化技能培训

实现就业、奖励激励稳定就业、政策帮扶

拓宽就业，今年以来，投入资金 330 万余

元，组织开展装挖机、藏餐烹饪、驾驶等实

用 技 能 培 训 18 期 1055 人（贫 困 群 众 138

人），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 5003人。

做大旅游、做强农牧产业……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举措，切实改善波密县贫困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

百姓的脸上挂着笑容，好似在诉说着生活

的美好。

林芝市人社局

把民生实事办好办细

我 区 推 行“ 互 联 网 +医

疗 健 康 ”服 务 新 模 式

提 升 效 率 方 便 患 者
——昌都市进一步简化医保报销流程

本报记者 周婷婷

笑 在 脸 上 喜 在 心 头
——波密县推行“家门口”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近年来，重庆援藏医疗队无私奉

献，着力为昌都打造一支留下永不走

的医疗队。

图为昌都市人民医院医生在给患

者做手术。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仁
心
仁
术

包虫病是棘球绦虫幼虫寄生

在任何动物体内所致的一种人兽

共患慢性寄生虫病，不良的生活习

俗、卫生习惯是患病的主要原因。

藏族群众宰杀牛羊或其他家畜后，

常将其内脏喂狗，使狗有吞食包虫

囊的机会，狗感染较严重时，肠内

寄生虫数可达数百至数千，其妊娠

节 片 具 有 活 动 能 力 ，可 爬 在 皮 毛

上，如果群众此时与其密切接触，

则甚易遭至感染。

因此，要防治包虫病，首先要

严格肉食卫生检查，认真执行肉食

的卫生检疫，病畜肝、肺等脏器必

须妥善处理，采用集中焚烧、挖坑

深埋等方法，切忌喂狗。

第二，要大力开展卫生宣教，

由卫生、农牧、教育、宣传等部门共

同推动实施，形成相关部门配合、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宣传教育

网络。宣教方式要多样化，可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流动宣传、小型展

览、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册、组织

宣讲团宣讲以及其他适合本地区

特点且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

健康教育宣传。社区和农牧区指

定健康教育员，也可组织社区和农

牧区群众观看包虫病科普录像、病

畜包虫病感染脏器标本，或邀请包虫病痊愈患者现身说

法，亲自为群众谈包虫病的危害。同时，结合人群包虫病

查治和犬的驱虫管理等防治活动，使宣传深入到每个家庭

和个人，做到家喻户晓。

第三，要积极改善卫生环境，创造条件为易感染地区

的群众提供清洁水源，及时清除犬粪，对犬粪进行深埋或

焚烧。将流浪狗集中饲养，给狗服药、登记，进行规范化管

理，肉类煮熟后再喂狗等，从源头防治包虫病，使群众免受

包虫病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