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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互联网+医疗”合作
打造智慧型卫生健康服务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副书记、主任格
桑玉珍介绍，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改扩
建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藏医院，新建了自
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基本
完成建设，自治区医院正在建设，市、县、
乡（镇）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工程基本完
成。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大力推进“互
联网+医疗”战略合作，倾力打造智慧型
卫生健康服务。同时，还为基层医疗机
构配备了农牧区巡回医疗车、彩色B超、
X光机、多参数监护仪、显微镜、心电图
机等医疗设备，卫生服务网络的建立和
卫生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为广大人民
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良好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围绕全面深化
医改“四梁八柱”建设目标，将五项制度建
设作为推进我区深化医改的重点抓手，深
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分级诊疗、现
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
合监管等重要制度。转变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模式，大力开展基层巡回诊疗，建立
巡回医疗团队和工作机制，在10个县、96
个乡镇卫生院开展巡回诊疗试点工作，提
高基层服务能力，破解基层群众就医难
题。2017年度全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
果评价考核工作中，我区位列第18名。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卫生援藏有力

弥补了我区卫生健康工作的短板和不
足。目前，全国共有17个省（市）、16个
国有大型企业和12个国家卫健委直属
单位承担对口支援任务，86家三级医院
对口帮扶我区74县85家医疗机构。“1+
7”医院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有效开
展，拉萨市等六个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
三级甲等医院，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功
创建三级乙等医院。

格桑玉珍表示，为着力解决基本医
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努力实现贫困群众

“有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有医保制度
保障看病”的目标。2016年以来，自治区
卫健委全力做好“三个一批”工作，全区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人口从2016
年的63394人下降到目前的7005人。

每年投入千万元
提升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记者了解到，为重点加强对传染病
和地方病的普查防治工作，全区建立了
82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消灭天花，全
区范围内对儿童进行卡介苗、麻疹等疫
苗的接种，接种率达90%。实施扩大免
疫规划，11种传染病的预防实施了计划免
疫，连续18年无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
鼠疫、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
制，大骨节病和饮水型氟中毒已超额完
成“十一五”国家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目
标。疟疾消除工作今年通过国家考核组
验收。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从1978年的3864.12/10万和6.65/10万下
降 到 2019 年 的 378.53/10 万 和 0.93/10
万。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绝不把包虫
病带入2020年小康社会”的郑重承诺，实
现应治尽治。全面启动结核病、病毒性
肝炎、风湿病“三病”综合防治工作。超
额完成“三病”重点人群筛查工作。

另外，为有效防治妇女儿童常见病、
多发病，妇幼健康工作逐步扩展到覆盖
妇女儿童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面服务，初
步形成婚前、孕前、孕期、产后、儿童5个
时期“一条龙”服务链。2011年起，自治
区财政每年投入1000余万元，为农牧区
孕产妇购买孕产妇住院分娩医疗保险，

逐步提高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提高住
院分娩率，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藏医药学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区建设了6个市地级藏医医
疗机构和35个单设的县级藏医机构，有
3家“三甲”、2家“三乙”和4家“二甲”藏
医院。以传统为基础的藏医药传承创新
工作全面开展，在肝病、胃肠疾病、皮肤
病、妇科病治疗方面取得突破。天文历
算等国家和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达 37 个，2018 年 6 月《四部医典》列入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当年11月，藏
医药浴法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商报讯（记者 梁兰）20日晚，由自治
区总工会主办的2019年度“西藏工匠”
命名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全区
营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的社会
氛围，2019年 4月，自治区总工会启动

“西藏工匠”评选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各级单位、行
业协会以及各市地工会、各产业工会、
中央在藏企业等单位共推荐了452名
候选人。自治区总工会经过初步遴
选、网络民意测评、针对性实地走访、
职工代表评审、专家评审、宣传展示、
网络投票等几个阶段最终评选谭继
文、许琰、李林、索旺、张效忠、桑布、次
仁扎西、拉巴次仁等 8 人为 2019 年度

“西藏工匠”。

他们当中，有西藏水利水电行业的
领军人；有万里高空的“定海神针”西藏
航空飞行员的杰出代表；有攻克高原铁
路工务养护领域诸多难题的高原铁路养
护专家；有传承钻研藏医药技术的藏医
学学科带头人；有通过自主创新填补西
藏食用油研究空白的科研专家；有长途
邮运百万公里的行业标兵；有热巴鼓制
作的基层匠人；有木雕艺术制作与推广
的农牧民合作社创建人。

记者了解到，命名表彰 2019 年度
“西藏工匠”，是我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目的就是要在
全区进一步唱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工匠精神时代强音，在全区推动形成尊
重技能人才、认同技能人才、争当技能人
才的主流价值观念，让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
追求蔚然成风，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充分
发挥主人翁精神。

2019年度“西藏工匠”命名发布仪式举行

拉萨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
永平介绍，今年以来，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各成员单位通过在依法严惩、综
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等方面持续
加力，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7.3%。

一年来，拉萨市公安局将打击的
锋芒对准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
黑恶势力等22个方面，对各类涉黑涉
恶犯罪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截至
目前，拉萨市公安机关先后共侦破涉
黑犯罪集团 1 个、涉恶犯罪集团 6 个、
组织卖淫集团 1 个、涉恶九类案件 48
起。成功侦办了6起涉黄案件，对4起

涉嫌开设赌场案涉赌刑事案件一并立
案侦办。

同时，拉萨市各级治安部门持续开
展清理清査工作，对社区、宾馆、旅店、洗
浴、歌舞娱乐等易藏污纳垢的各类场所
不间断地清理整治，大力整治各类治安
乱点乱象。

自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拉萨市
两级检察机关已提起公诉7件49人；拉
萨市两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涉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案件1件12人，一审审结
涉恶势力及恶势力集团犯罪6件37人，
一审审结率达100%，3件已生效的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
刑 6 人，对 16 人判处财产刑累计 22.93
万元。

另外，拉萨市公安局坚持打财断血
办案要求，将打击犯罪与清查涉案财产
同步进行，深挖犯罪线索与深挖利益链
条同向发力，综合运用査封、扣押、冻结
等措施，着力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
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

一年来，拉萨市公安局坚守“打伞破
网”工作要求，坚持深挖彻查、打伞破网，

成果显著，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
见精神等内容通过横幅标语、案例故事
等方式宣传到村镇牧区、施工工地等群
众生产生活一线，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
的认识度和参与度。今年以来，开展主
题宣传活动70余次、发放各类宣传单、
宣传品9万余份。

公安机关对拉萨市涉“黄赌毒”违法
犯罪开展了全覆盖、无盲区的摸排清理，
并依法开展深挖打击，全力开展整改工
作，进一步加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摸
排和打击力度，防止涉黄、赌、毒违法犯
罪由市区向城乡接合部转移，由现实向
网络转移。

同时，及时兑现举报奖金，对提供相
关线索的群众及时兑现奖金2.85万元，
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积极性。

拉萨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科科长张
永明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在落实辖区场
所原有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再规范、再优
化，联合全市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
对全市范围内的各大娱乐场所、出租房
屋等场所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卫生健康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我区人均期望寿命提高至70.6岁
20日上午，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卫生健康事业成就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和卫健委等国家有关部委及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卫生健康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严重危害广
大人民群众的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均期望寿命从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70.6岁，人口从民主改革前
不足120万人，增加到343万人，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文/图 记者 梁兰

12月20日上午，拉萨市公安局召开拉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拉萨市公安机关先后共侦破涉黑犯
罪集团1个、涉恶犯罪集团6个、组织卖淫集团1个(以杨某为首的组织卖淫集团)、涉恶九类案件48起。成功侦办了6起涉黄案件，对4起涉嫌开设赌
场案涉赌刑事案件一并立案侦办。 记者 次吉

拉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召开

今年以来拉萨市先后侦破涉恶犯罪集团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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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耐心地为市民讲解疾病预防知识工作人员正在耐心地为市民讲解疾病预防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