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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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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王泽江）6月
26日，政协第十二届拉萨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专题议政性会议召开。
会议围绕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战略
相关工作深入协商。

市委副书记赵辉年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政协主席江拥洛追主持会

议，副市长高军及市直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会。

会议通报了全市城乡环境综合
大整治战略进展及政协专项调研情
况。市政协坚持把助力城乡环境整
治作为履职重点，通过组织委员深
入背街小巷、旧城改造项目一线调

研，收集社情民意提案，并召开多场
协商座谈会，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赵辉年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
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动员全民参
与，形成“人人尽责、人人满意”的共
建共享格局。

会上，市直各单位表示将充分

听取吸纳政协建议，重点解决群众反
映的背街小巷治理、古城保护等突出
问题，推动整治工作与民生需求精准
对接。

会议还就强化宣传引导、畅通群
众参与渠道等形成专项建议，为市
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拉萨融媒讯（记者齐永昌）6月
26日，拉萨市人民医院举行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院长李海潮、拉萨市
卫健委相关领导专家为项目揭牌。

拉萨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援藏主任姜纯国介绍，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是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衡量一所医
院服务管理和医疗技术综合实力的
最高体现。在自治区卫健委的精心
组织和严格评审下，拉萨市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凭借成熟的
医疗服务能力成功获评 2025 年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此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获批
2025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是拉萨市
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又一标志
性硕果。“我们将持续巩固‘组团式’医

疗援藏工作，继续深化医疗服务内涵、提
高医疗服务品质、强化社会责任担当，确
保医院切实履行‘大病不出藏’兜底医院
职能，为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作出
更大贡献，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成立
60周年。”姜纯国说。

三年前，北京积极响应国家援藏
计划号召，第十批援藏医疗队108人
次医疗人才跨越千里，奔赴拉萨开展

“组团式”援藏及对口帮扶工作。三
年来，北京第十批援藏医疗队的队员
们始终以“走在前列”的政治责任和
使命担当，认真贯彻援藏精神，坚持
首善标准，强化首都意识，以坚定的
决心与专业的素养，全方位助力拉萨
本地医院综合实力提升，为当地群众
的健康福祉筑牢坚实屏障。

6月20日上午9时，在北京援藏
医疗队的大力支持下，拉萨市人民
医院中医（藏医）诊疗中心正式挂牌
成立，标志着拉萨市人民医院中藏
结合诊疗迈上新的历史起点。该中
心占地面积 216 平方米，内设中医
诊室、中医理疗室等，将开展中药饮
片、颗粒内服治疗、针刺艾灸、中医
埋线减肥等疗法。

北京第十批援藏医疗人才，拉
萨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李享说：“随着中医（藏医）诊疗
中心的揭牌，相信我们医院的综合
实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我们不仅在
门诊提供治疗，还能通过会诊辐射

到全院的住院患者。”
学科建设是提升医院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三年来，北京第十批援
藏医疗队深入推进“以院包科”。在
北京11家责任医院专家的指导下，
拉萨市人民医院先后完成西藏自治
区危重症救治中心、新生儿危重症
救治中心、国家胸痛中心、综合防治
卒中中心、创伤救治中心“五大中
心”的建设；新建急诊科、重症医学
科（ICU）、肿瘤科、中医（藏医）诊疗
科等20余个学科，重点打造了妇产
科、儿科、骨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
科、重症监护室、血液透析中心7个
具有高原特色、符合群众就医需求
的特色科室，使拉萨市人民医院从

“创三甲”走向“强三甲”。
拉萨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小巴桑
说：“开科初期，我们呼吸科的学科建
设和梯队建设都是相对薄弱的，各位
援藏老师根据我们呼吸科的具体情
况，开展了呼吸介入睡眠中心、呼吸
重症等亚专科学科，并成功申报挂
牌 PCCM 规范化单位，以及全国
VTE优秀单位，今年成功申报国家

重点临床专科，大大提高了我院以
及全区呼吸系统的诊治水平。”

无论是“组团式”援藏医疗队还
是“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医疗队，为
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都
是医疗援藏工作的重要目标和任
务。北京第十批援藏医疗队先后组
织208名援藏专家与本地近500名
优秀医务人员结成对子，通过“师带
徒”的方式，带领本地医务人员开展
新技术、新项目近400项，其中，221
项新技术实现了本地人员独立掌
握；选派 250 余名本地医疗和管理
骨干人员到北京市属多家三甲医院
开展跟岗培训和业务进修，每年邀
请近百名区外专家赴藏开展学术活
动，发挥短期援藏效力。

经过多年的人才培养，拉萨市
人民医院中级职称人员从 90 名增
加至368名，高级职称从8名增加至
71名，人才总量是原来的 3倍。拉
萨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马霞
说：“援藏医生来之后，无论是在体
检中心的管理工作还是专业技术方
面，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在
平时的工作中，我们根据他们的要

求一项项去落实，流程管理等方面进
一步完善，体检者也比较满意，我们
收到了许多好评。”

在项目建设方面，北京第十批援
藏医疗队针对医院基础设施简陋、医
疗设备陈旧等问题，争取各方资源，
多渠道筹措资金，实施了医疗专家
楼、血透中心、门诊楼改造、导管室建
设等项目；采购了呼吸机、血液过滤
机、3.0T 核磁等一批重要医疗设备，
全院硬件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医院整
体规划得到有效提升。

“医疗援藏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
大决策，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和民族团结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
程。北京援藏医疗队将始终按照‘三
个有利于一个赋予’的工作要求，按
照京拉两地援藏工作安排部署，紧紧
围绕‘大病不出藏’的工作目标，一茬
接着一茬干，全面加强人才培养和重
点专科建设，不断提升当地医疗服务
能力，为雪域高原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为保障拉萨各族人民生命
健康作出更大贡献。”北京第十批援
藏医疗队领队、拉萨市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张晓光说。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仁卓玛）近日，为推动全市经济稳健
发展，拉萨市发布《2025年拉萨市促经济10条措施》（以下简
称《10条措施》）。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结合措施要求和
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实际，及时制定了政策实施细则，并迅速
向各县（区）、功能园区印发通知，督促做好宣传解读工作，确
保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方位推动农牧业健康发展，切
实增加农牧民收入。

市农业农村局着重落实了青稞出售补贴、生鲜乳收购补
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贴三项政策，旨在分别提高农产
品商品化率、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三项补贴政策均采取“先做后补”方式，按照总量资金控制与
据实补贴相结合的原则，依据补贴资金预算额度，主体申请
补贴资金。兑现补贴需严格走主体申报、村级核查、乡镇（街
道）审查、县（区）审核、市级抽查五个流程。

在青稞出售补贴方面，全市种植主体自产青稞出售1万
吨，补贴资金600万元。补贴具体标准为种植主体向企业、
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农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
出售自产青稞达200斤（含200斤）以上的，每斤给予补贴0.3
元（每吨600元）。本补贴仅适用于实际发生交易的种植主
体，种植、加工一体化主体、未发生交易的不纳入补贴范围。
补贴时限从2025年 1月 1日开始至2025年 12月 31日止或
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为止。为切实发挥政策对农牧民增收的
促进作用，实行按月兑现补贴资金，每月5日前上报申请，每
月15日前兑现补贴资金。“今年我们对青稞出售补贴任务进
行了调整，补贴对象从个体农户扩展到所有的青稞种植主
体。政策出台以来，我们对各县区进行了政策解读，确保政
策宣传到所有的青稞种植户，保障政策落实到位。”市农业农
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姚琼瑞说。

在生鲜乳收购补贴方面，从事生鲜乳收购的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牧场等涉农经营主体收购黄牛奶交易价格达到
2.5元/斤（含2.5元）以上、牦牛奶交易价格达到9元/斤（含9
元）以上的，每吨补贴2000元。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水产
科四级调研员次仁卓玛说：“结合2024年各县（区）生鲜乳实
际收购量，我们对2025年补贴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收购补
贴任务量3000吨的，补贴资金规模为600万元。我市从事
生鲜乳收购的涉农经营主体，可按照拉萨市生鲜乳收购补贴
政策实施细则申报流程进行申报，实行按月兑现补贴，每月
30日前上报申请，次月15日前完成兑现。”

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贴方面，围绕青稞、小麦等粮食
作物生产，农户委托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型农民合作
社、专业服务公司等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耕、种、防、收）亩均补贴金额不超过100元；“机收”单环节亩
均补贴金额不超过40元。2025年全市计划实施26.35万亩，
补贴资金1600万元。“2024年政策受益农牧民达2万余人，
2025年争取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农牧产业将进一步高质量
发展。”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达瓦扎西说。

盛夏时节，拉萨宗角禄康公园
绿意葱茏，垂柳依依，成为拉萨市民
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图为绿意盎然的宗角禄康公园
（摄于2025 年6月26日）。

西藏日报记者 旦增兰泽摄

京拉携手一家亲 同心共筑健康梦
——北京第十批援藏医疗队工作小记

拉萨融媒记者 李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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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宣传标语

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尼木藏香，素有“西藏第一圣
香”美誉。如今，这一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正依托现代化的产业园
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尼木县藏香产业园以创新运营
模式为引擎，不仅有力守护传承了
千年的技艺，更成为当地经济发展、
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动力。

产业园采用“党委统领引导、企
业合作运营、群众积极参与”的创新
模式，由尼木县城投公司统筹运营，
成功将传统藏香制作、非遗保护传
承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出集
生产、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化产业基地。

这一变革，彻底重塑了尼木藏
香曾以家庭作坊为主的传统发展格
局。“入驻产业园后，一切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西藏藏之梦香业有
限公司销售员扎西深有感触。在县
委、县政府及城投公司的鼎力支持
下，企业实现了向工厂化生产的华
丽转型。生产空间扩大后，藏香配
方从17种跃升至27种，新产品研发
全面提速，直接带动就业岗位从30
个增至 50 个。园区不仅助力企业
优化配方、聘请专业团队升级包装，

更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成功开发出助
眠、空气净化（杀菌）等特色功能产
品，传统圣香由此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现代人们生活的健康伴侣。

如今，这座现代化产业园为千年
技艺的规模化、标准化与创新注入了
强劲动能，推动其从历史深处走向广
阔未来。2025 年初，尼木藏香更是
登上总台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舞台，
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征服了全国
观众。

尼木县的整体发展同样令人瞩
目。据尼木县委副书记、县长次旺多
杰介绍：“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
0.7亿元跃升至2024年的15.76亿元，
巨变昭示着高原发展的坚实步伐。”
次旺多杰表示，尼木县将深化藏香文
化与旅游融合，同步拓展有机农产品
种植、建设和美乡村、推进清洁能源
装备制造，奋力谱写高原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产品持续创新，品牌日益响亮。
承载雪域高原独特气息的尼木藏香，
正带着千年非遗的自信光华，稳步迈
向更广阔的市场天地，在新时代续写
着传统技艺赋能乡村振兴的辉煌传
奇。一缕圣香，跨越时空，馥郁弥新。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
——尼木县藏香产业园见闻

西藏日报记者 刘斯宇 狄碎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