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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叶强平）近日 ，笔者从理塘
县旅游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县共接
待游客 20.12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9
亿元。 据悉，该县将用 3-5 年时间，拟打
造成为全省山地旅游试点示范区。 同时，
该县还着力打造世界山地旅游目的地 ，
藏文化体验游目的地。

理塘县地处四川西部， 甘孜州西南
部， 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核心区， 国道
318 线、 省道 217 线穿城而过， 是连接
川、滇、藏、青四省区的一级支撑点和交
通枢纽，自古就是商贾云集、茶马互市之
地，是康南经济、文化、商贸、旅游服务中
心和物资集散地。 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

人文景观和自然景区众多，有仁康古街、
长青春科尔寺、白塔公园、格萨尔广场及
无量河湿地公园、格聂神山、扎嘎神山等
景观景点。

近年来，借势“金沙江流域大香格里
拉国际精品旅游区”建设的机遇，该县以
仓央嘉措草原文化为品牌， 以格聂户外
运动为核心吸引力，以“千户藏寨·勒通
古镇”为旅游名片，坚持政府主导，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走内
涵式发展道路，坚持国内旅游为重点，积
极发展入境旅游；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和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坚持保护与
开发并重， 实现旅游业与其它产业的协

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今年 ，该县在加大完成 《理塘县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格聂旅游景区总体
规划 》等旅游规划编制的同时 ，大力推
进旅游项目建设。 投资 350 万元完成章
纳乡查冲西村至巴塘县波密乡旅游环线
公路（全长 15 公里 ）路基工程建设 ；投
资 1000 万元打造 “千户藏寨 ”工程 ，计
划投资 580 万元，启动建设无量河湿地
公园东入口综合点 、生态停车场 、露营
地等项目 ； 集纳民间资金 2.6 亿元 ，新
建 、改造提升宾馆 、酒店 80 余家 ，可提
供床位 3000 余个 ；打造特色餐饮店 30
余家 ，日接待游客量可达 3500 余人次；

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开
发模式 ，组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以此
扩大该县景区景点的宣传面，提高其知
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注重培育旅游品
牌 ，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参加各类旅交
会 、博览会，积极宣传推广该县文化旅游
资源， 着力将该县打造成世界山地旅游目
的地，藏文化体验游目的地。

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

理塘着力打造世界山地旅游目的地

9 月 12 日，甘孜县
南多乡五村和六村遭
遇特大暴雨，引发泥石
流，河道被大量泥沙阻
断，情况十分危急。

灾情发生后， 南多
乡党委书记和六村下派
第一书记带领乡干部立
即赶往现场开展救灾工
作， 组织村民疏通被阻
滞的河道。 因泥石流冲
毁面较大， 该乡马上联
系机械及时对河道进行
疏浚， 全力以赴把灾害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
有效确保了当地村民生
命和财产安全。 图为抢
险现场。

（徐均 唐书伟 摄影
报道 ）

■ 本报记者 陈雪峰

开关一扭，洁净的自来水便哗哗
地流出来……在石渠县尼呷镇城关
二村安全饮水工程点，七八个村民正
围着饮水工程点外的自来水管，用水
桶高兴地接着自来水。“现在，自来水
管接到了村子里， 每天定时开放，家
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不仅方便，
水质也好多了。 ”村民扎西一边挑着
两桶水，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从前喝河水， 后来喝井水，现
在家家户户都可以喝上洁净的自来
水，再也不用担心得包虫病了，日子
越过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谈起
村里饮用水的变化，该村 65 岁村民
尼玛感触颇深。

吃水难，曾经深深地困扰着石渠
县尼呷镇城关二村。过去，该村 26 户
146 人的生活用水全靠村里仅有的
一条小河沟，说是河，其实不过是从
山上流下来的一条小沟渠，河沟不足
2 米，河水人畜共饮 ，周边都是牛栏
猪圈，污水横流。近年来，因饮水不安
全，该村有不少村民患上了包虫病。

尼玛说，上世纪 80 年代，城关二
村几十户人家齐心协力挖了一口露
天水井，为了蓄水，村民们在水池四
周垒起了石块，改池为井。 由于没有
井檐井盖，雨后积水和各种生活污水
一起流入井中，井水浑浊不堪，污染
严重，遇上干旱季节，村民们还得排
队挑水。 为改变这一饮水状况，有的
村民将山里的泉水直接引进家里饮
用，有的家里打了压水井。 但都因水
质不达标，饮水安全问题仍威胁着村
民的健康。

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石渠县
县委、县政府坚持把确保农村人畜饮
用水安全作为中心和重点工作，列入
议事日程、纳入日常研究，举全县之
力加以推进、 加以部署和实施。 自
2005 年安全饮水项目启动至 2014 年
底，该县在全县 23 个乡（镇、场）167
个村建设自流引水工程 34 处， 打井
工程 365 处，解决了 5.6385 万人的饮
水难问题。

如今的石渠大地，一股股甘甜的
清泉流进千家万户， 滋润了百姓生
活，更滋润了百姓心田。

安全水滋润百姓心
———石渠县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走笔

本报讯 （陈甜）9 月 8 日至 11
日，在2015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上，我州高原特色农产品积极参
展，吸引了沿海市民的眼球。

洽谈会上， 通过产品推介和展
示， 我州农副土特产品成为夏洽会
上四川销售专区的一大亮点， 吸引
了大量客商前来咨询洽谈。“三药王”

等参展企业截至目前共销售虫草 2
公斤，实现销售收入 20余万元。

通过此次特色农产品展示，进
一步扩大了我州农特产品知名度，
增强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走出
甘孜”、打造“圣洁甘孜 ”品牌的信
心和决心，为全州特色农产品开发
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州
特色农产品亮相厦洽会

本报讯（李铭暇 李娇玉）近年
来，康定市主动作为、倾情为民，狠
抓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支
付。 截止目前，该市依法为 800 余
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950 万元。

据了解，全市用工单位达 7000
余家、务工人员 5000 余人。 面对多
元化的用工市场、多样化的用工形
式、复杂化的劳动关系，该市不断
转变服务方式， 拓宽服务渠道，深
入基层排解劳资纠纷，倾情倾力化
解群众矛盾。 今年以来，该市劳动
监察大队共受理劳动人事投诉案
件 130 件 ，调解处理 130 件 ，涉及

人数 1507 人， 涉及农民工工资清
欠 2158.48 万元； 受理劳动争议仲
裁案件 18 起。 同时，该市今年主动
对市内 50 户企业进行主动监察 ，
主动完成劳动合同签订见证 500
余份，受理工伤案件 18 件，结案 16
件，协调处理 2 件，依法认定工伤
14 件 、死亡 2 件 ，结案率达 89%。
通过联合办公的方式联动处理因
恶意欠薪导致的大中型群体事件
15 起，依法为 800 余名农民工追回
工资 950 万元，有效防止了矛盾激
化和事态扩大，确保了全县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

康定市
为农民工追讨工资950万元

本报讯（徐君）9 月 13 日，州工
商局工作组深入磨西镇老街，对旅
游商品购物场所、旅游纪念品进行
了质量检查。

检查中 ， 工作组对当地市场
经营者的主体经营资格进行了全
面核查， 确保证照齐全 ， 合法有
效； 认真检查各种银饰制品和珠
宝玉器，对标示不合格的，要求经

销商限期整改；就旅游商品质量、
进货渠道登记情况与各经营业主
进行了交流， 要求他们严把商品
质量关，严禁销售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质次价高的旅游商品，杜绝
虚假宣传，确保游客消费安全；规
范 景 区 12315 消 费 维 权 标 示 标
牌 ，引导经营户依法 、诚信经营 ，
营造温馨透明的旅游消费环境。

州工商局
确保游客消费安全

重拳出击
药械整治见实效

今年以来， 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州范
围内，重点针对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企业中药材中药饮片是否存在非法购买、 以假
充真、染色增重、掺杂使假、违法加工、无证经营等
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同时，严查各经营企业是
否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保健食品禁用物、28 种毒
性药材及 42 种濒危药材。

此次专项整治全州共检查药品生产企业（藏药
制剂室）8 家，医疗机构 214 家，药品经营企业 488
家，土特产经营企业和中药材经营企业 85 家。 立案
查处违法经营、使用行为 10 件，结案 9 件，涉案金
额共 3.5977 万元， 罚款 5.475 万元 。 通过专项检
查，有效震慑了违法、违规销售行为，进一步规范了
我州中药材中药饮片生产流通使用秩序，切实保障
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在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动中，采取“回头
看”专项检查方式，重点对小商品市场、眼镜店、购
物商场、化妆品店、学校周边饰品店等场所的无证
经营、 超范围经营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等违
法行为进行了检查。 共检查各类场所 1142 家，发
现 3 起违规经营行为，立案 3 起。

规范认证
保障药品经营质量

“今年，我店经过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GSP
认证检查小组现场认证检查后，人员资质、药品购
销管理、药品储存、药品计算机管理系统、药品电
子监管等均已符合 GSP 认证管理规范要求， 顺利
通过了《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的到期换发”。 康定市济生成药店
负责人说。

为全面提升我州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促
进药品经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014—2015 年甘
孜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选派 GSP 认证员组成 4
个工作组对全州 327 家药品经营企业进行了现场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检查。其中：对
符合规范要求的 314 家药品经营企业予以通过认
证并换发了《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认证证书》；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 13 家药品
经营企业将予以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据了解，此次认证工作对药品经营企业的从
业人员资质 、药品购进渠道是否规范 、药品储存
条件及特殊药品是否按规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规范检查。
“此次认证检查工作，旨在进一步规范药品经

营企业经营行为， 淘汰一批不符合 GSP 要求的药
品零售企业， 有力地提高药品经营企业质量管理
水平，保证广大群众的购药安全。 ”州食药监局药
化市场科负责人说。

强化追溯体系建设
药品电子化监管全覆盖

2015 年 8 月，在州民干校举办的“药品电子监
管培训 ”会上 ，来自甘孜县的天使药店企业负责
人周艳丽正在认真听来自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赵斌老师讲解药品电子监管的重要性、必要性
及如何安装 、使用药品电子监管设备软件 ，如何
进行药品购进渠道的追索查询、如何初步识别药
品真伪等内容。

“药品经营企业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将规范药
品进购渠道， 有效杜绝假劣药品进入我州药品经
营市场，很好地确保我们正规药企的合法利益。 ”
周艳丽说。

药品电子监管是提高药品质量管理水平、维
护群众用药安全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 。 今年 8
月 ，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 “全面实施互联
网+”的总体部署，结合科学监管的原则 ，对全州
药品经营企业开展了“药品电子监管培训”， 并要
求全州所有药品经营企业， 务必于 2015 年底配
齐药品电子设施设备，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
面开展药品入出库扫码，并上传全国药品电子监
管网。 目前，已有 160 家药品经营户进入药品电
子监管平台。

强化标准建设
促进藏药制剂生产规范化

近年来， 为促进藏药制剂规范生产和质量提
升，州食品药品监管局完成了“甘孜州常用中藏药
材标本体系研究”项目，建立“甘孜州常用中藏药
材标本数据库”和“南派藏药标本数据库”。 开展了
“甘孜州常用藏药材质量控制标准整理研究 ”项
目，编制完成了《甘孜州常用藏药材标准汇编》和
《甘孜州常用藏药材实用手册》。 启动了“甘孜州常
用藏药制剂标准提升研究”项目，今年 7 月，《甘孜
州常用藏药制剂标准指导手册》完成初稿整理，省
及州藏医学（药学）、制剂注册等相关方面专家召
开了咨询会进行审评，年内将完成定稿和印制。

为有效推动我州藏药标准化进程，进一步加
强藏药基础性科研工作，有效提高我州藏药制剂
研发水平。 今年，州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成立了
“甘孜州藏医药专家咨询委员会”， 聘任了 21 名
省、州药学和藏医学专家为咨询委员。 委员会组
建后 ，将邀请相关专家对我州藏药制剂 、藏药材
种植以及中藏医药产业发展等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建议。

为百姓安全用药撑起“ ”
———我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管工作纪实

州政府分管领导带队开展藏药制剂生产检查。

药品零售企业 GSP 认证现场检查。

冬虫夏草的鉴别： 冬虫夏草
体形如蚕，“草体”其基部较粗，末
端渐细。 “虫体”有足 8 对，尾如蚕
尾，环纹明显；干燥虫草质脆，易
折断。 虫草折断后，断面有一个小
中空或淡灰色的小马蹄形印迹。

掌握了冬虫夏草的性状特
点， 就可以与一些非正品进行比
较与鉴别。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非
正品冬虫夏草，主要有古尼虫草、
亚香棒虫草、 红头虫草、 凉山虫
草、香棒虫草、新疆虫草等。

天麻的鉴别： 冬至以后茎枯
时采挖者称“冬麻”，体重饱满质
佳； 立夏以前植株出芽时采挖者
称“春麻”，体松皮多皱缩者质次。
挖得后，除去地上茎及菌丝，擦去
外皮， 洗净煮透或蒸熟 ， 压平 ，
60℃以下烘干或晒干。 润透切片。
以体实泽亮半透明者为佳。

市场上常见的假天麻有紫茉
莉科植物紫茉莉的根 、菊科植物
大理菊的根、菊科植物羽裂蟹甲
草的块茎、茄科植物马铃薯的块
茎、 葫芦科植物赤爬的块茎 、商
陆科植物商陆的根、商陆科植物
羌商陆的根、芭蕉科植物芭蕉芋
的根茎，这些植物根茎形状与天
麻十分相似， 有时真假难辨 ，需
要掌握要领进行鉴别。 根据老药
工的经验 ， 辨别真假天麻的方
法 ，可以概括为 ：天麻长圆扁稍
弯 ，点状环纹十来圈 ，头顶茎基

鹦哥嘴，底部疤痕似脐圆 。 若再
鉴别不开，就需要请专家进行显
微鉴别和理化鉴别了。

藏红花的鉴别：藏红花泡水的
色泽是金黄色， 行业俗称帝皇色。
藏红花一泡就烂的是伪品。正品藏
红花一般泡 3 次以上颜色都不会
有明显变色。正品藏红花会有一股
特殊气味，有点像消毒水的味道。

市场上假冒的藏红花一般由
玉米须、植物丝制成，更有甚者用
塑料丝欺骗顾客。 真品藏红花是
其干燥的花蕊柱头， 柱头有三个
分支，常断裂，样子是暗红色的。
而有些伪品则掺入整个花瓣的藏
红花。 晒干后的模样和藏红花差
不多，但是通过泡水就可以看出，
藏红花是色泽清晰的柱头三分
枝，但伪品就能看到小花瓣，色泽
上虽相似，味道上涩味更多。

雪莲花的鉴别：（1） 只有高山
严寒才是适合雪莲生长的环境，所
以野生雪莲花头大，人工种植的雪
莲花头小；（2） 野生的雪莲由于长
期生长在寒冷的高山之上，叶子具
有白亮的淡淡的光泽，就算是干制
雪莲叶子也比较新鲜具有一定光
泽。而人工养殖的雪莲培育期一般
只需 2-3 年就可以用药， 叶子无
光泽；（3）野生雪莲根为深褐色，人
工种植的雪莲根的颜色要浅得多。
以上三点基本上就能确定这个雪
莲花是不是野生的。

药物科普栏

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临床表现：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
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
无关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是
药品固有特性所引起的，任何药品
都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从总体上
来说，药品的不良反应可能涉及人
体的各个系统、器官、组织，其临床
表现与常见病、多发病的表现很相
似，如表现为皮肤附件损害（皮疹、
瘙痒等）、消化系统损害（恶心、呕
吐、肝功能异常等）、泌尿系统损害
（血尿、肾功能异常等）、全身损害
（过敏性休克、发热等）等。

合理用药的标准是：（１） 处方
的药应为适宜的药物； （２）在适宜
的时间，以公众能支付的价格保证
药物供应；（３） 正确地调剂处方；
（４）以准确的剂量，正确的用法和
疗程服用药物；（５） 确保药物质量
安全有效。目前尚无一个公认明确
的合理用药定义。绝对合理的用药
也是难以达到的，一般所指的合理
用药只是相对的，当今比较公认的
合理用药是应包含安全、 有效、经
济与适当这 ４ 个基本要素。

(本版文图均由州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供稿)

药品不良反应及安全用药

常见高原药材的鉴别

● ●

药品是用于防病治病的特殊商品, 其质量
与人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 当前，不
合理用药现象仍比较普遍。 为切实保障消费者
用药安全， 全州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履职尽责，
努力强化各项有效监管措施，切实解决药品市
场突出问题，公众用药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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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开公司“洗脑”
诈骗被刑拘

记者 15 日从北京警
方获悉， 警方破获一个以
“开发右脑”等名义收取会
员费实施诈骗的犯罪团
伙。团伙负责人自称“马博
士”，系名校博士毕业生。

今年 7 月以来，北京
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
报警，称被“长城巨龙”公
司的“马博士”诈骗。警方
调查发现，“马博士”自称
研发“极速人脉王”“极速
财富王 ”等理念 ，能够帮
助人开启右脑，使人变得
更聪明， 能够快速致富，
还能通过意念给人看病。

民警乔装听课者打
入公司内部，“马博士”提
供的一个小册子内有与
各界名人的合影 ，“马博
士”说这些名人都是他的
弟子，在他的指点下才成
功。 在“课堂”上，还有被
“开发过右脑 ”的 “徒弟 ”
现身说法。 “马博士”称，
想开发右脑、 发展事业，
需要向公司交纳数百元
至数万元不等的会员费。

经过 1 个多月的调
查 ，警方初步认定以 “马
博士”为首的长城巨龙公
司员工涉嫌诈骗。 8 月 18
日，警方对这家公司实施
突击调查， 现场控制 10
余名骨干人员。

嫌疑人 “马博士”交
代，他是一所著名高校的
博士毕业生，毕业后利用
自己所学设计了现在的
赚钱模式：先把自己包装
成无所不能的“马博士”，
并成立公司，以“洗脑”会
议的方式吸纳会员，再组
织这些会员拉拢新人，每
拉来一名新会员，老会员
可以从新会员交纳的会
费中提成 50%。 而在“洗
脑”会议中现身说法的宋
某，实际上是交纳了 3 万
余元的“入门弟子”，配合
“马博士”夸大宣传。每场
“洗脑” 会议中宋某这样
的 “托儿 ”至少占到参会
人数的四分之一。

目前，“马博士” 等 17
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江苏抽检学生作业本

八成以上含可迁移性荧
光增白剂

记者 15 日从江苏省
质监局获悉，近期在江苏
省抽检的 115 批次学生
作业本中，有 86.1%的产
品内芯纸张检出可能对
人体产生危害的可迁移
性荧光增白剂。

据了解 ， 江苏省质
监局近期委托江苏省质
量技术监督纸张印刷产
品质量检验站开展了学
生作业本监督抽查及风
险监测等工作， 并于 15
日发布了 《2015 年学生
作业本监督抽查质量分
析报告》和《2015 年学生
作业本风险监测质量分
析报告》。

报告指出，此次抽查
的 115 批次作业本产品，
有 88 批次质量合格 ，合
格率达到 76.7%。 其中，
从生产商直接抽查的 23
批次产品里有 22 家合
格， 而在流通领域的 92
批次产品中只有 66 批次
合格。 不合格的产品中，
主要是施胶度 、 本册亮
度、脏迹、印划线 、短线 、
页数和偏斜等指标不符
合标准。

出于对健康和环保
的考虑，检验站还对标准
规定之外的内芯纸张可迁
移性荧光增白剂和 D65
荧光亮度风险监测项目进
行了检验。 根据报告，在
115 批次样品中，有 99 批
次检出可迁移性荧光增白
剂。 其中，来自文具、文化
用品店的 22 批次样品里，
有 21 批次含有可迁移性
荧光增白剂。

“商家使用荧光增白
剂，主要是为了提高纸张
白度和调整纸张色相。 ”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纸
张印刷产品质量检验站
副站长王国荣说 ，“荧光
增白剂本身含有对人体
有害的物质，且大多具有
可迁移性，对自然生态环
境可能有潜在的危害。 ”

然而，王国荣告诉记
者，人体皮肤与含有可迁
移性荧光增白剂的纸张
接触会导致何种后果，接
触后是否会被人体皮肤
大量吸收，吸收多少会对
健康造成直接伤害，这些
问题目前尚无权威部门
给出统一答案。 “只能说
长期接触有不利于人体
健康的可能性，同时增白
剂含量较多会使得本册
亮度过高，长期对学生视
力健康造成影响。 ”

作业本是学生会长
时间使用的学习用品，专
家建议，应该优先选购内
芯纸张白度不高、色调柔
和的学生作业本，白度高
不等于质量就好，反而可
能代表荧光增白剂含量
高。 (本栏据新华社电)

新版 GSP 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