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春燕 见习记者 南泽仁

石渠县是我州包虫病的高发地区， 全县人口
8.7 万人，近年来包虫病平均发病率高达 11.68%。
包虫病十分难治，轻则使人失去劳动能力，重则造
成死亡，对全县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极大。

据统计， 目前石渠县患包虫病的人达到了
6232 人。 石渠县卫生局局长土登说：“长期工作
在石渠的干部中有 401 人死于包虫病。而去年援
助石渠的 37 名干部中，有 11 名感染包虫病。 ”在
石渠县， 几乎所有人谈到包虫病都会大惊失色，
包虫病猛于虎，因病致贫的现象在石渠县极为普
遍。近年来，石渠县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之下，加大
了对包虫病的预防和治疗，使包虫病恶化的趋势
得到一定缓解。 针对包虫病日益严峻的情况，石
渠县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深入全县 23 个乡，通过
举办培训班，发放藏汉文宣传册，设立健康教育
宣传牌等方式，使 80%的农牧民群众对包虫病有
了较清晰的认识。并在全县范围内为群众进行包
虫病的免费检查。采取定居措施，提倡烧煤，不接
触粪便，提倡不养狗。 国家也对石渠县包虫病的
防治下了大工夫，为查出患有包虫病的患者免费
发放药物进行治疗。

我州是全国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 全州 18 个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病与流行，
以石渠 、色达 、甘孜 、德格 、理塘等县危害严重 ，

受危害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78.80%。 两型包虫
病在我州部分地区混合流行 ，2009 年人群标化
患病率为 1.55%，各县在 0.1%-11.01%之间 ，其
中石渠 、色达 、甘孜三县的患病率分别高达 11.
68%、6.71%、2.93%， 在国内包虫病流行区中极
为罕见。截至今年 6 月，全州累计发现包虫病患
者 11393 例 ，其中石渠县达 6833 例 ；因包虫病
死亡人数为 650 余人，其中石渠县达 518 人。 据
畜牧部门估算，石渠县由于包虫病危害，每年人
均 GDP 损失 1.4%， 人均每年损失 0.81 个伤残
调整寿命年。 对全州畜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高

达 9417 万元，已成为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

2007 年 10 月 18 日，温家宝总理针对我州包
虫病情况作出重要批示 ：“要重视和支持高寒牧
区包虫病的防治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李克强， 全国政协副主席、 统战部长杜青
林，省委书记刘奇葆，省长蒋巨峰等也先后作出重
要批示。卫生部、省卫生厅将其纳入寄生虫病进行
重点防治，省委、省政府也将此项工作纳入“富民
安康”工程。卫生部部长陈竺赴我州色达等县调研
包虫病防治工作。我州将包虫病的防治纳入《四川

省民族地区卫生发展十年行动计划》“三大行动，
六项重点工作” 内容， 制定了具体的项目实施计
划，明确了实施任务、资金投入。 各级卫生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包虫病防治宣传教育； 开展包虫病
人普查普治。包虫病防治工作实现全覆盖，有效减
轻了包虫病带给我州群众带来的痛苦。 据卫生部
门统计数据显示 ：2011 年全州完成病人筛查
130340 人次，累计筛查 775129 人次；新发现病人
273 人， 免费药物治疗 11224 人， 手术治疗 143
人，累计手术治疗 498 余例；人群检查出比例呈
下降趋势 ， 从今年的 0.3%下降至 2011 年的 0.
18%。 所有病人均获免费药物治疗，对手术病人
进行定点定额手术治疗补助。 规范犬只管理。 驱
除 216538 只犬，色达、石渠等县探索传染源控制
新方法，试点野犬集中饲养。 犬只感染率从基线
24.13%降低到 15.93%。在民族地区实施了牧民定
居、新农村建设、改水改厕等综合项目，大力改善
了牧区人居环境，有力推进了包虫病防控。省卫生
厅组织编制了 《四川省包虫病
综合防控工程 （2011-2015）》，
并上报国家申请立项，目前,该
《四川省包虫病综合防控工程
规划（2011-2015）》中的基础建
设部分已获得藏区"十二五"规
划的中央预算内投资 5 亿，并
安排省级财政配套 5 亿。

通过全州上下的共同努
力 ， 包虫病这一严重危害我
州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公共卫
生问题一定能够解决，控制包
虫病危害 、 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
产品 质量安全 、 让民生工程
真正造福于民的目标一定能
够变成现实。

新闻链接

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 ， 是细粒棘球條虫的
幼虫感染人体所致的疾病，该病是人畜共患病，
狗为终宿，牛羊是中间宿主。 认识因为误食虫卵
而成为中间宿主。 包虫病的传播是虫卵随犬粪
排出体外，污染牧场、蔬菜、土壤。 被人或其他中
间宿主吞食后被传染。 通过风沙也可以进行传
染。 这无疑为包虫病的治理增加了困难。 包虫病
在我国西部 12 个省区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流
行，是一种危害严重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也是
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被称为“第二癌症”。 由
于我州大部分地区属于高寒牧区， 包虫病与其
他地区比较 ，具有流行范围广 、传播媒介多 、危
害程度深、防控难度大等特点，包虫病已严重威
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患者不仅丧失劳动
能力，而且治疗费用高，已成为我州农牧民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

·

数字亮点：我州启动直播卫星
“户户通 ” 工程 ， 争取解决
19000 户农牧民收听收看广播
电视问题，力争实现全年 2800
个行政村放映电影 33600 场
的目标。 争取完成 30 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45 个牧民定居点
文化设施设备配送工作；争取
完成 1 个“雪炭工程”、80 个农
民健身工程设施设备安装，向
省局争取 15 个牧民定居体育
健身工程项目。 力争完成州级
两馆、18 个县两馆建设项目立
项，并全面开工。 督促 70 个未
完工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
目，确保 9 月底前全部完成建
设任务。 力争建设完成剩余
225 个农家书屋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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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包虫病患者的幸福工程
数字亮点 ：2011 年全州完成病人筛查
130340 人次， 累计筛查 775129 人次；新
发现病人 273 人， 免费药物治疗 11224
人，手术治疗 143 人，累计手术治疗 498
余例； 人群检查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从
2010 年的 0.3%下降至 2011 年的 0.18%。
所有病人均获免费药物治疗， 对查出的
适宜药物治疗的病人全部进行包虫病免
费药物治疗， 对需手术病人进行定点定
额手术治疗补助。 四川包虫病防控工程
已经获得藏区“十二五”规划的中央预算
内投资 5 亿，并安排省级财政配套 5 亿。

■ 本报记者 赵春燕 见习记者 南泽仁 文/图

现就读于理塘县二完小二年级的降
央卓玛来至离县城 80 多公里的藏坝乡，
家庭十分贫困。 谈到女儿如今的学习，她
的妈妈益西卓玛激动地说：“我们是牛场
娃， 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娃娃能同城
里人一样上这么好的学校， 国家一年还
要补助 1200 元生活费，感谢共产党！ ”世
界高城理塘县投入资金 600 万元， 在县
城建立了布局规范、学习生活设施配套、
教学设备齐备、 教育质量在全县最好的
寄宿制示范学校二完小， 使在校生规模
达到 1608 人，即使远离县城，农牧民送
子女就读该校的愿望也非常强烈， 出现
了“要我读书”向“我要读书、我要到好学
校读书”，学校“找学生读书”向“家长主
动找学校送子女读书”的可喜变化，每年
秋季开学招生，学校门庭若市。

乡城县青德乡寄宿制学校是一所占
地 60 亩的片区寄宿制小学，现在它已成
为当地闻名的乡村花园学校。 不仅有多
媒体教学区、 现代化生活区， 还有健身
室、图书馆等等，800 多名藏族山村孩子，
正在这里享受着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学
资源。 从最初解决山区孩子“难上学”的
初衷，到现在要解决山区孩子“上好学”
的目标， 乡城县寄宿制教育模式的喜人

变化已经显现。
校舍破破烂烂、学生三三两两是色

达县学校境况十年前的真实写照，而如
今当地办学条件已焕然一新，学校成为
当地最好的建筑。

……
教育优先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长

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2001 年 2 月，省委、
省政府召开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对实施《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十年行动计划》进行了安排部署。计划从
2001 年开始，用 10 年时间，每年筹集 3
个亿的资金加快推进民族地区教育发
展。在“行动计划”的有力推动下，我州民
族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广大农
牧民群众享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服务，
教育为提高全州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
质， 为促进全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
出了重要贡献。十年来，国家、省、州共投
入各类教育资金 17.64 亿元。 全州学校

校舍面积由 2001 年的 71 万平米增加到
2010 年 142.03 万平米， 净增 35.03 万平
米。远程教育设备覆盖率达 100%，教育现
代化、 信息化建设从无到有取得较大突
破，我州办学条件大力改善。

教育经费的加大投入使我州“两基”
攻坚全面推进，入学巩固率大幅提高。 截
至 2010 年秋季学期，全州中小学学生数
从 2001 年的 94000 人增加到 144120 人
（其中小学 105955 人、 初中 38165 人），
增加幅度达 53.21%。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
率 99.6%，巩固率 95.3%；初中适龄儿童
净入学率 87.9%，巩固率 93%；普通高中
在校学从 2186 人增至 8665 人， 增幅达
296.39%； 幼儿园入园儿童从 2001 年的
5346 人增至 11728 人， 增幅达 96.63%。
中职在校学生从 3545 人增至 10590 人
（其中内地“9+3”中职在校学生 6809 人，
州内中职学生 3781 人 ）， 增幅达 198.
73%。完成 18 个县的扫盲任务，青壮年文
盲率下降到 3%。 全面完成 18 县“两基”
工作，“普九” 人口覆盖率从 66.46%升至
100%。 同时，教育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
新建了一批规模大、效率好、质量较高的
寄宿制学校，在满足“两基”攻坚要求的
前提下， 适度集中办学， 中小学校点从
2001 年的 1158 所缩减至 706 所，义务教
育办学效益逐步得以体现。 中职学校 4

所 （州职业技术学校在建）、 幼儿园 322
所， 全州教育结构布局基本得以优化 。
全州寄宿制中小学生由 2001 年的 2 万
余人增至 88459 人 ，享受贫困寄宿制生
活补助的学生达到 71233 人 ，在寄宿制
学校就读学生占中小学生总数的 61.
38%。 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 、学生食堂
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标准化建设快速
推进 、标准化管理逐步规范 ，办学效益
日益凸显。 全州建立起了一支基本适应
教育发展需求的教师队伍 ，2010 年 ，全
州教职工 10239 人 。 近年来 ，我州共计
投入师训经费 1137 万元 ， 全面开展了
省 、州 、县 、校四级师资培训 ，有力推动
了教师继续教育，全州中小学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明显提高。

自 2006 年以来，国家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实施 “两免一
补”政策。补助生均公用经费小学 330 元/
生/年、初中 560 元/生/年。 贫困寄宿制学
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不断提高（从 2006 年
小学每生每年补助 400 元、 初中 600 元
提高到中小学生均每年 1450 元）,切实解
决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上学难、 上学贵
的问题。 州、县均建立了贫困学生资助中
心，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社会助学等。
州上建立了贫困高中学生和考入大学贫
困学生资助政策， 资助贫困农牧区高中
学生每年每生 600 元，按考入“院校”一
次性资助考入大学的贫困农牧区学生
3000 元、5000 元等，仅 2009 年州级非义
务资助款就达近 412.57 万元。

根据省委书记刘奇葆的相关指示精
神，2009 年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了“9+
3”免费教育计划（资助“9+3”免费中职生
每生每年 6500 元，州内中职学生也享受
了国家中职教育资助政策） 这一重大教
育惠民工程，使全州 6809 名初 、高中毕
业生免费赴内地就读中职教育学校，掀
开了教育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目前，第一
批中职学生已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去年，四川省第二个民族地区教育发
展十年行动计划开始实施， 提出了 “到
2020 年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 教育事业
主要指标与国民受教育水平力争基本达
到同期全省平均水平， 建成富有活力、与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现
代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未来 10 年 ,在
中央教育专项资金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同
时,我省将按第一个《行动计划》筹资渠道,
每年筹集 7 亿元以上专项资金用于民族
自治地方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 乡镇教师工作周转宿舍建设、寄
宿制学生生活补助、学校装备、现代远程
教育、师资培训、民族文字教材等方面。 今
年，我州安排的 2012 年“十年行动计划”
省补助资金达 15850 万元，拟投入基本建
设资金 9369 万元， 教学仪器及图书购置
500 万元， 寄宿制学生生活费补助 3081
万元，远程教育资金 2000 万元，师资培训
600 万元，卧具采购 300 万元。 如今在我
州各乡镇最好的建筑是学校，环境最好的
是学校，借着“十年行动计划”的春风，我
州民族教育已驶入跨越发展的“快车道”。

数字亮点：未来 10 年,我省每年
筹集 7 亿元以上专项资金用于
民族自治地方幼儿园到高中阶
段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乡镇教师
工作周转宿舍建设、寄宿制学生
生活补助、学校装备、现代远程
教育、师资培训、民族文字教材
等方面。 今年，我州安排的 2012
年“十年行动计划”省补助资金
达 15850 万元，拟投入基本建设
资金 9369 万元， 教学仪器及图
书购置 500 万元，寄宿制学生生
活费补助 3081 万元， 远程教育
资金 2000 万元， 师资培训 600
万元，卧具采购 300 万元。

我州民族教育驶入发展快车道

■ 本报记者 泽央 实习生 夏琴

开启农牧民新视野
8 月的康巴高原风和日丽， 在这草

原最美的日子， 康定县塔公乡江巴村牧
民多吉巴切和孩子在定居房里盯着一台
旅行箱式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

去年，自太阳能便携式数字电视机
走进多吉巴切家中， 能收看 50 多个频
道的电视机成为他远牧时的 “移动文
化站”，给他带来了全新的文化生活 。
“看了康巴卫视的《快乐汉藏语 》节目 ，
不仅添了乐趣 ， 我的汉语也比以前说
得好多了。 ”

“以前放牧时，没有电视机，生活很
单调，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自从有了这
台 ‘马背电视机’，家里就热闹了不少。
不仅能收看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 还能
了解外面的世界， 这种便携式数字电视
机非常适合我们远牧时使用， 安装和操
作都非常方便， 说明书上有藏汉双语文
字，一看就懂，用起来得心应手。 ” 多吉
巴切喜滋滋地对记者说道。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
了江巴村。多吉巴切说，通过电视知道自
己所在的村地处康定机场旅游环线，他
便在住房边搭了帐篷，摆了蔵桌藏毯，备
了马，不时有游客来喝酥油茶、吃坨坨牛
肉、骑马、买酸奶。 “游客耍高兴了，我也
能挣点钱。 ”

在道孚县各卡乡各卡村， 农户尔金
大叔激动地用藏语侃侃而谈：“ ‘村村
通’工程非常好，通过电视，能够让我这
个注重孩子读书的一个普通藏族人更多
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让我和我的孩子们
能够通过电视机接受到外面好的信息和
政策。 感谢党和政府啊！ ”

据悉，上半年，州文体广局为广大农
牧民安装太阳能便携式电视机设备
10836 套、 村村通直播卫星 1417 套，为
农牧区免费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10001.5

场，丰富了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全州州级文化馆、图书馆、18 个县
文化馆、图书馆、325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实行了免费开放，为
45 个牧民定居点配套文化活动室设施
设备， 为农牧民群众学习和开展文化活
动提供了免费的设备和场地。

健身娱乐去处多
“晚饭后我都会来广场跳一会舞，既

消除了一天的乏累，又锻炼了身体，同时
还增进了感情。 ”每天晚饭后，只要天不
下雨， 家住康定的退休职工邓朱就会拉
上老伴儿一起去情歌广场跳舞健身。

每天傍晚，康定县的情歌广场便会热
闹起来了，大人们或跳舞或聊天或坐在石
凳上看墙上的液晶显示屏播放的新闻，小
孩们或溜冰或嬉戏，处处呈现出一片和谐
景象。 特别是那一百多人的跳舞队伍，已
成为了县城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如果说情歌广场带来的是现代生
活的欢快，那么新建不久的将军桥广场
则让人感受到穿越时空的宁静。 最喜欢
来此的老人彭措说，他在康定生活了近
70 年，每当坐在这里，听着折多河流淌
的声音，看着广场中央表现康定以前锅
庄生活的雕塑群，便勾起了老人童年时
的回忆，让他又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锅
庄的日子。

为了提高群众文化生活水平， 推动
群众健身运动，近年来，我州各地通过各
种途径筹措资金， 加大对群众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新建文化休闲广场，完善各种
基础设施， 为广大群众营造了良好的休
闲健身场所。

“以前，游泳要搭车到距离县城近三
公里的地方，真是不方便。自州游泳全民
健身中心在城中建成后，游泳可方便了，
出家门， 走几步就到了， 既方便， 又实
惠。”刚从州游泳全民健身中心走出来的
中年男子张某说道。 记者了解到张某一
家三口都喜欢来健身中心， 每周都要来

2-3 次，他说，这里设施条件齐全，是个
健身和休闲的好地方，不仅仅可以游泳，
还可以进行打乒乓、跑步、打台球等健身
项目，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既锻炼了
身体又增进了友情，一举两得，真是个不
错的选择。

据州体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州
游泳全民健身中心是一所政府性的游
泳健身场所，也是全州第一家室内体育
馆，里面有游泳馆、台球室 、乒乓球室 、
健身房棋牌室等，这次筹建游泳馆耗资
170000 元， 建造的目的是为了给爱好
体育运动的人提供一个体育健身的场
所。 游泳馆从今年 3 月 12 正式开放，平
均每天都有 50 人前来游泳馆运动健
身，目前接待人数已达 7900 余人次。 此
外 ， 游泳馆每个月免费为老年人开放
2-3 次，给老年人健身提供了方便。 “这
个游泳馆不错，希望能再有几家这种公
益性和政府性的的活动场所。 ”一位年
近六旬的老人说道。

据了解，1-5 月，全州免费开放体育
场馆累计锻炼 18 万人次 ，保障了农牧
民群众健身锻炼权益 ，在 5 月 30 日-6
月 1 日举行的 2012 年四川省老年人
太极拳 （剑 ）比赛中 ，我州代表队荣获
42 式太极拳集体项目优秀奖、 自编套
路集体项目优秀奖 、 吴氏太极拳个人
项目优秀奖 。 举办 “农信杯 ”第三届跑
马山国际登山节 ， 比赛分中学生男女
组、成人男女组 、大中专男女组共五个
组别 ，参赛人数共计 1000 余人 ，其中
还有英 、美 、瑞士 、澳大利亚 、法国 、韩
国等 20 余位国际登山爱好者参赛 ，此
次活动为对外展示我州丰富的户外旅
游资源 、 促进户外体育对外交流与合
作 、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全民健身意
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下半年，文
广体局将完成 80 个农民健身工程设
施设备安装， 向省局争取 15 个牧民定
居体育健身工程项目。

广电体育让农牧民生活变了样

广电人员为群众安装广电“村村通”设备。 （州文体广局提供）学生接受现代化教育。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袁飞 摄）

医务人员在为包虫病患者实施手术。

卫生部长陈竺在色达看望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