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地·山南
2022年6月9日 星期四

主编：卢有均 责编：唐大山6

2021 年 5 月，加查县冷达乡共康村

仁增和妻子仓决有了第二个小孩。为

了 带 小 孩 ，他 们 商 量 后 将 开 了 近 三 年

的 茶 馆 关 闭 ，仓 决 成 了 全 职 主 妇 。 为

了 就 近 照 顾 家 庭 ，仁 增 没 有 选 择 外 出

打 工 ，而 是 依 靠 电 焊 技 术 在 村 里 做 些

零散活。

仁 增 见 村 里 的 大 棚 一 直 闲 置 ，有

了 承 包 想 法 。 说 干 就 干 ，仁 增 主 动 找

到 村“ 两 委 ”班 子 成 员 说 了 自 己 的 想

法 。 很 快 ，仁 增 和 村 里 签 订 了 租 赁 合

同，为期三年。

租 了 温 室 大 棚 后 ，仁 增 做 了 长 远

打算，细心查看大棚需要修缮的地方，

首 先 对 大 棚 的 水 电 等 进 行 维 修 ，没 想

到的是被温室里的技术活难住了。

由 于 自 己 不 懂 技 术 ，也 没 有 大 棚

管理经验，仁增从育苗、施肥，甚至新

鲜蔬菜销售上都遇到了不少困难。

有 志 者 事 竟 成 。“ 在 最 困 难 的 时

候 ，我 想 到 了 县 里 种 植 大 棚 蔬 菜 的 云

南人，在他的细心教授下，解决了我遇

到 的 各 种 难 题 ，也 增 强 了 我 种 好 大 棚

蔬菜的信心，每回遇到问题，就去找他

请教学习。”仁增说。

仓 决 告 诉 记 者 ：“ 那 段 时 间 ，经 常

一 整 天 都 看 不 到 他 ，不 是 在 别 人 的 蔬

菜 大 棚 里 学 习 ，就 是 在 自 家 的 大 棚 里

摸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和试验，仁增种植的上海青、朗

县青椒，以及莴笋、白萝卜等蔬菜长势

喜人。

“ 他 们 的 蔬 菜 新 鲜 ，味 道 很 好 ，没

有打农药，价格也便宜。”仁增种植的

蔬 菜 深 受 当 地 群 众 喜 爱 ，甚 至 有 人 专

门 开 车 过 来 买 菜 。 很 快 ，第 一 批 蔬 菜

就被销售一空，盈利 2 万元。

仁 增 的 大 棚 搞 得 红 红 火 火 ，甚 至

出现人手紧缺状况。他第一时间想到

了乡亲，召集村里有意愿的群众，给他

们提供就近增收的机会。

“ 仁 增 承 租 的 大 棚 有 效 带 动 了 群

众 增 收 ，去 年 为 务 工 群 众 发 放 工 资 4

万 元 。”共 康 村 党 支 部 第 一 书 记 平 措

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仁增说：“我们

以 前 住 在 洛 林 乡 日 岗 布 村 ，搬 过 来 以

后 ，生 活 好 多 了 。 国 家 给 我 们 盖 这 么

好的房子，如果是自己盖，肯定要花很

多钱，真的感谢党，我也希望尽我所能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仁 增 是 这 样 说 的 ，也 是 这 样 做

的 。 今 年 藏 历 新 年 前 ，仁 增 拿 出 种 植

蔬菜赚来的钱，给村里没有劳动力、生

活困难的群众购买了十张双人床和床

垫及床上四件套。

今年 90 多岁的格桑达瓦老人收到

床后，双手紧紧握住仁增的手，嘴里不

停地说：“突吉切！突吉切！”

“ 老 人 家 里 困 难 ，还 有 一 个 身 患

残 疾 的 儿 子 ，能 帮 一 点 是 一 点 。 去

年 雨 季 的 时 候 ，老 人 烧 火 的 铁 皮 棚

子 破 了 ，没 办 法 生 火 做 饭 。 我 们 知

道 后 ，立 即 帮 他 们 修 理 了 铁 皮 棚 。”

仓 决 说 。

格 桑 措 姆 的 小 孩 急 需 用 钱 做 手

术，找到了 仁 增 。“ 原 本 抱 着 试 试 的 心

态找他家借 5000 元，没想到他们第二

天 就 送 来 5000 元 ，说 小 孩 看 病 要 紧 ，

大家一起想办法。”格桑措姆眼含热泪

地说。

仁 增 的 暖 心 举 动 感 动 了 村 民 ，他

们自发给仁增送去锦旗。“情系百姓解

民 忧 真 诚 帮 扶 暖 人 心 ”，道 出 了 人 们

对仁增夫妻的感激之情。

“ 我 小 时 候 家 里 条 件 不 好 。 在 党

和 政 府 以 及 大 家 的 帮 助 扶 持 下 ，我 才

过 上 好 生 活 。 现 在 条 件 好 了 ，我 要 知

恩 图 报 ，尽 我 所 能 帮 助 大 家 。 这 些 都

是我应该做的，以后也会这样做。”收

到锦旗后，仁增如是说。

民族医药，文化瑰宝；传承发展，利

民惠民。

2017 年，山南市藏医医院创建成为

全国首家地市级三级甲等藏医医院，为

藏 医 药 事 业 传 承 和 发 展 注 入 强 大 动

能。经过 3年建设周期，至 2020 年，山南

市 12 县（区）县级藏医医院全部独立建

院，藏医药传承、发展基础进一步牢固，

力量进一步增强。当前，山南市基本实

现市、县、乡三级藏医药服务网底建设

目标，藏医药成为守护千家万户健康的

重要卫生资源。

山南市作为藏民族的重要发源地，

藏医藏药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山南

市高度重视藏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与

创新，充分发挥藏医药在“健康山南”建

设中的作用，推动藏医药事业走进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

打造综合医院 释放发展活力

只有让群众看得见藏医院，才有机

会让群众走进藏医院。因此，释放藏医

药事业发展活力，关键在打造具有较高

藏医药水平的区域性中枢医院。

为扩大藏医药服务辐射范围，建立

藏医药诊疗服务核心，山南市从医疗政

策、设施设备、人才队伍建设、药品研发

供给等多个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着力将

市藏医医院建设成集全市藏医医疗、预

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文化、藏药

生产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进入新时代，山南市藏医医院紧跟

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步伐，发挥藏

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

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

的重要作用，从藏医药角度积极为“健

康山南”建设作贡献，全力解决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高质量发展

道路上阔步前行。

如今，山南市藏医医院已经成为一

所专科优势突出、藏医药特色鲜明、综

合功能齐全的三甲民族医院，开设有藏

医脾胃、心脑血管、外治、风湿骨病、藏

医药浴、制剂室等国家级、自治区级和

院级重点专科（学科），以及藏西医结合

普外科、口腔科、眼科等特色优势专科，

提供配套现代医学辅助检查服务，并拥

有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名藏医和藏

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发并向

临 床 提 供 包 括 治 疗 支 气 管 炎“ 堆 兹 巧

门”在内的近 200 种藏医特色制剂，成为

山南市藏医药传承、创新和临床治疗的

中心。

健全服务体系 提升服务能力

着力加强藏医药服务体系和服务

能力建设，是推动藏医药事业在保护中

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发挥藏医药治病

救人实际作用，解决群众看病难点、痛

点、堵点的重要依托。

山南市从藏医药事业发展实际出

发，坚持市级藏医医院与县级藏医医院

分别承担相关功能和服务，分级错位发

展的思路，构建服务网络。市级藏医医

院以服务全市为目标，着力打造藏医药

区域医疗中心，开展重点病症的治疗和

技术攻关，突出医疗、教学、科研三位一

体，比翼齐飞；县级藏医医院承担基本

公共卫生中（藏）医药服务，在县域内慢

性疾病管理、常见病诊疗、外治康复等

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与此同时，山南市坚持藏医医院与

西医医院相互补充、业务错位、协调发

展的思路，进一步发挥藏医药整体医学

和健康医学优势，着力推动建立融预防

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藏医药

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

近年来，山南市持续加快优质藏医

资源扩容，打造名科、名医、名药，建设

优势特色明显的市级藏医医院，做强一

批“治未病”、外治等藏医优势科室，进

一步向社会提供了优质高效的藏医药

服务。在加强县级藏医医院标准建设

和乡镇卫生院藏医馆规范建设方面，持

续筑牢藏医药服务网底，实现全部乡镇

卫生院设置藏医馆，并加强内涵建设，

在乡镇卫生院推广使用藏医非药物疗

法和适宜技术，提升了基层藏医药服务

的可及性和优质性。

传承藏医精华 探索创新之法

没 有 传 承 ，藏 医 药 发 展 就 没 有 根

和魂；没有创新，藏医药发展就没有活

力 和 未 来 。 近 年 来 ，山 南 市 在 积 极 开

展 民 族 医 药 文 化 与 医 药 理 论 抢 救 发

掘、藏医藏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藏

西医结合和医药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

许多工作。

不仅如此，山南市做大做强国家级

重点专科脾胃学科、心脑学科和重点培

育学科藏医“治未病”学科建设工作，打

造藏医药浴法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依

托湖南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力量，将

市藏医医院口腔和耳鼻喉科打造成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科室，将妇科、呼

吸 内 科 、康 复 中 心 打 造 成 医 院 特 色 科

室，从而逐步形成山南市藏医医疗机构

具有显著特色的优势学科体系。

在藏药发展方面，山南市重点发展

“仁青坐台”藏药炼制技术，以藏医为基

础、以科研为先导的藏医药联合研究开

发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山南市积极与

内地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发新型制剂，

以雍布拉康藏药厂、金珠雅砻藏药厂、

曲松县琼嘎藏药产品生产基地等为代

表的一批藏药企业实现了藏药材种植、

加工、营销的标准化，加快了新药品种

的研发和申报，推进了传统藏药的剂型

改造提升。

在预防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山南市

提出名医推荐处方、基本预防性用药和

饮食起居相结合的综合预防机制，制作

生产预防呼吸道疾病的藏药防疫散香

囊、催罗汤散等藏药汤剂，编制《藏药防

疫散香使用指南》等，免费向易感人群、

一线工作人员发放全疗程藏药汤剂，从

而让藏医药发展紧跟群众健康需求，提

升了藏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本报扎囊电（记者 段敏）今年以

来，扎囊县以“四个聚焦”推动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工作深入开展。

扎囊县坚持聚焦凝聚共识提认

识，坚决把思想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

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聚焦常态工作

转作风，围绕会纪会风、值班带班、驻

村工作队在岗、便民服务大厅坐班、

干部职工上下班、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等，开展

监督检查 27 次。聚焦纠治“四风”树

新风，以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公车管

理、酒驾赌博等为重点，开展监督检

查 11 次。聚焦民生实事抓落实，通过

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

理问题专项治理、村（社区）违规出借

集体资金专项整治、部门欠薪问题摸

排、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等，切实保护群众利益。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二届市委审计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山南市坚持深化

审计领域改革，依法忠实履行监督职

责，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山南市坚持扎实履行审计监督

职 责 ，加 强 对 财 政 金 融 、资 本 市 场 、

涉 粮 领 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用 地 审

批、重大项目、民生工程等重点行业

部 门 的 监 督 审 计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把 权 力 部 门 和 基 层

治 理 的 监 督 结 合 起 来 ，把 违 法 违 纪

和 风 险 隐 患 的 监 督 结 合 起 来 ，加 大

对 就 业 、教 育 、医 疗 、乡 村 振 兴 等 方

面 项 目 资 金 的 审 计 力 度 ；举 一 反 三

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和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督促落实好生态环保资金、加

快 项 目 实 施 进 度 、林 草 地 违 规 整 治

等 工 作 。 加 强 协 调 联 动 ，对 审 计 发

现 的 问 题 线 索 及 时 报 告 、核 实 、查

处，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构建高效权

威 的 监 督 体 系 ，推 动 审 计 发 现 问 题

认 真 彻 底 整 改 到 位 。 牢 固 树 立“ 政

府 过 紧 日 子 ，人 民 过 好 日 子 ”的 思

想 ，准 确 把 握 需 求 收 缩 、供 给 冲 击 、

预期转弱和新一轮疫情等对经济发

展带来的影响，紧盯各级财政部门，

促 进 财 政 资 源 统 筹 ，促 进 畅 通 经 济

循 环 ，把 有 限 的 资 金 用 好 用 活 用 出

效益。全面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

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业务精通、作

风 务 实 、清 正 廉 洁 的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审计干部队伍。

本报桑日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 从 桑 日 县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委 员 会

2022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该

县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

控，坚决守住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的红线底线。

桑日县坚持以“四个最严”为根本

遵循，强化基础保障、防范安全风险、

打击违法违规、紧抓责任落实，深入开

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决

守好“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

院”的安全防线，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区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的底

线。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加

强食品药品全链条全过程风险监管，

持续强化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严

惩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宣

传舆论引导，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食

药安全意识，营造人人关注食品药品

安全、人人重视食品药品安全的氛围。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干部驻村工作总领队座

谈会上了解到，该市聚焦目标任务，

强化使命担当，全力推动干部驻村工

作深入开展。

山南市要求广大驻村工作队要

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

思想基础，大力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自治区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和规划

落 实 落 地 。 树 牢 底 线 思 维 ，警 钟 长

鸣、警惕常在，及时了解掌握基层动

态，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

局持续和谐稳定。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帮助群

众实现增收，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

建强组织，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

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

土 、开 展 反 分 裂 斗 争 的 坚 强 战 斗 堡

垒。服务群众，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

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用心用情

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改进工作作风，深

入调查研究，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

意。结合实际，推动党的各项惠民利

民政策落实落地。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帮助群众解决好教育、医疗、

住房等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转变

作风，既要以农牧民为师，多听群众

意见建议，也要善于从全局思考，把

握政策导向，加强引导。

民 族 瑰 宝 绽 放 光 彩
——山南市藏医药事业发展工作回眸

本报记者 刘枫

扎囊县

“四个聚焦”推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聚焦目标任务 强化使命担当

山南市推动干部驻村工作深入开展

持续深化改革 忠实履职尽责

山南市着力构建高效审计监督体系

桑日县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近年来，山南市秉承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发展理念，大力保护藏医

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

非 遗 传 承 人 和 名 藏 医 言

传身教等方式，培养藏医

药人才队伍，不断推陈出

新 ，研 发 新 品 藏 药 ，推 动

藏医药事业发展，守护人

民群众健康。

图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藏

医药浴法传承人明珠（左

二）指导学生（制药师）煎

熬“五味甘露”。

山南市藏医医院供图

扶 危 济 困 暖 人 心
—— 一面锦旗背后的暖心故事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传
承
发
展

利
民
惠
民

为扎实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前，琼结县组织慰

问组深入拉玉乡白那村双语幼儿园、强吉小学、拉玉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图为白那村双语幼儿园小朋友高兴地收到了慰问品。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