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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 靓

“医疗机构中藏药制剂既是中藏

医临床精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藏

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更是满足

人民群众‘看上好中藏医、方便用中藏

药’的重要保障。”谈及自己热爱的事

业，娘加先掷地有声，“作为一名药师，

我将继续深耕藏药传统炮制技艺，让

更 多 优 质 、可 及 的 好 药 惠 及 百 姓 健

康。”

娘加先是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副

主任，自 2009 年从青海大学藏药专业

毕业后，便进入省藏医院制剂科，开启

他的藏药制剂研究和实践生涯。从一

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主管药师，

再到如今的青海高原工匠，15 年来，他

扎根技术生产一线，始终秉持精益求

精的工作理念，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

前，致力提升藏药制剂服务能力，推动

我省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藏药专业不仅有趣，而且技术含

量很高。”娘加先说，大学期间真正开

始学习这个专业后，才明白藏药专业

的深意所在，不仅要学医问药、治病救

人，更要学有所成、回报社会，为每一

位患者当好安全用药的守护者。

娘加先所在的省藏医院藏药制剂

中心，设有 22 种藏药剂型生产线，365
种 藏 药 制 剂 品 种 ，年 生 产 能 力 达 200
吨，是我省最大的藏药制剂药品生产

基地。走进生产间，浓郁的藏药香气

扑鼻而来，多台现代化机器正发挥着

作用，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多年来，随着中藏医药的

发展，藏药走出传统作坊式的生产模

式，向现代化迈进。

配方岗位、采购岗位、炮制岗位……

在省藏医院制剂科的前 8年，娘加先一

直工作在生产一线，他觉得这是一个

积累经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他虚

心学习生产技能，努力将工作做到最

好，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短时间内就

熟悉了药品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规范，

并结合自己大学所学进行思考研究。

（下转第七版）

——记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副主任娘加先

让更多优质藏药制剂成为惠民好药

本报讯（记者 陈晨）“我将追寻

先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无愧于团组织的信任，无愧

于共青团员这一光荣的称号。”5 月 6
日，成为一名新团员的李梦柔说。为

纪念“五四运动”105 周年，教育引导

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情感，增强团员、少先队员荣誉感和

归属感，“五四”期间，共青团青海省委

组织全省各地团组织集中开展入团仪

式，让广大团员青年在庄严的仪式教

育中坚定信念、昂首奋进。

西宁市举行“传承‘五四’薪火 强

国复兴有我”离队入团仪式暨十四岁集

体生日示范活动，彰显新时代青年奋发

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建设新时代的昂扬

斗志；海东市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

川乡中心学校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5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暨集中入团仪式，培

养团员青年人文精神，进一步加强共青

团的自身建设；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举行 2024 年离队入团仪式示范活动，

共青团员在团旗下庄严宣誓；海南藏

族自治州在兴海县举办入团仪式，89
名入团积极分子通过考察，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北藏族自治

州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5 周年州级

示范性入团仪式，100余名团员青年前

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原国营 221 厂

一分厂等地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感悟

“两弹一星”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自觉

传承红色基因；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新发展团

员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在玉树藏族自

治州，新团员在领誓人带领下高举右拳

庄严宣誓，用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词表

明决心；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新团员在

团旗见证下表达对共青团的无限向往。

团省委表示，通过举办集中入团仪

式，进一步突出仪式教育的感召作用，

增强团员的先进性和光荣感，坚定勇担

青春使命的理想和信念。持续加强对

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不断提高团员

发展质量、规范发展程序、紧抓教育管

理，激励新时代青年追求政治进步，走

好入队、入团、入党的“人生三部曲”，切

实履行共青团为党育人的光荣使命，为

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挺膺担当。

“五四”期间青海各地举行集中入团仪式

本报讯（记者 魏爽）“五一”假

期，全省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力以赴，

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

展各项工作。截至 5 月 5 日，全省社会

大局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省内各旅游景

区、高等学校、交通枢纽等部位秩序井

然，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安全畅通，各族

群众在平安、祥和的气氛中度过假日。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强化部门

配合和警种协同，狠抓各项措施落实，

省公安厅多频次专题调度全省公安机

关，传达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要

求，指导各级公安机关落实维护安全稳

定各项工作措施。针对节日期间车流

大、人流大、物流大的特点，组织开展全

省严查严重交通违法集中统一行动，精

准管控重点隐患车辆，形成高压严管态

势，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1.83%。特

别是针对 5 月 1 日至 2 日夜间青南地区

降雪情况，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强路面

巡查、指挥疏导及宣传预警等工作，保

障主干道路安全畅通。同时，严格落实

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等“四项机制”

和“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出动警力

6000 余人次，强化对重点地区警力部

署，最大限度屯警街面，切实提高了见

警率、增强了安全感。

据统计，4 月 30 日 16 时至 5 月 5 日

16 时，全省公安机关共接有效警情同

比下降 1.21%。

全省社会大局稳定
治安状况良好

本报讯（记者 魏爽）“五一”期

间，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心组织、严防布

控，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全力做好节日

“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各项工作。

截至 5 月 5 日 24 时，全省接警出动 59
起、出动车辆 142 辆（次）、出动救援人

员 645 人（次），假日期间全省消防安全

形势总体平稳。

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部门积极

与各相关行业部门紧密协作，加大旅游

景区、餐饮娱乐、仓储场所、石化企业和

油气储备库等重点场所检查力度，重点

对违章动火作业，锁闭、堵塞安全出口、

消防通道等问题进行纠治，及时消除风

险隐患。检查人员开展错时、不定时检

查，确保各项消防措施落到实处。同

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严格落实值班备

勤制度，确保人员在岗在位。在全省重

点旅游景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单位，

设置 23 个前置执勤点，派驻 107 辆（次）

消防车和 415 人（次）执勤人员，开展流

动巡防和现场监护工作，确保一旦发生

警情能够迅速响应，救早灭小。

为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宣传工作，

省消防救援总队制作下发《景区消防

安全科普》视频，广泛印制张贴消防安

全宣传海报。据统计，全省累计开展常

识性宣传 120 余次，张贴、发放宣传资

料 68万余份，播放消防公益广告 41.8万

次。

青海消防安全
形势平稳

本报海南讯 （记者 张洪旭 洪玉
杰） 记者 5 月 6 日从海南藏族自治州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海南州红旗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的 750 千伏塔红线、红

加线及 1 号主变于当日正式启动投运，

此次投运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 80%，预

计 5月 7日完成第一阶段全部投运任务。

据了解，红旗 750千伏变电站位于海

南州共和县三塔拉，是青海省“沙戈荒”大

基地送出配套项目工程，也是国家大型

风光基地接入电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工程于2023年4月开工建设，新建2100兆

伏安主变压器 2台、750千伏出线 6回，接

入青海主电网 750千伏海西变电站、塔拉

变电站、香加变电站之间，并通过一条

750 千伏线路与±800 千伏特高压青南换

流站相连。红旗 750 千伏输变电站启动

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州区域电网

供电可靠性和新能源电量消纳能力。

海 南

红旗750千伏
变电站启动投运

本报海北讯（记者 尹耀增） 时下，

海北大地春播已经进入尾声。今年，海

北藏族自治州种植的青稞为 28.39 万亩

（1.9 万公顷），其中 25.55 万亩（1.7 万公

顷）青稞良种均使用“种子包衣技术”应

用，实现 90%以上青稞良种“穿红衣”，为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自 2021 年起，海北州引进“威播”种

子包衣剂开展田间对比试验，经过试验

验证，包衣剂中的杀虫、杀菌剂在作物苗

期缓慢释放，药量小于任何一种田间施

药方式，使用包衣剂后青稞的株高对比

增高 10.1厘米、穗长达到 6.60 厘米、茎粗

为 0.39 厘米，多个性状均有明显提升。

2022年在海北州麻秀寺试验基地包衣产

量比对照增产 40.79公斤，增产幅度最高

达到了 25.5%，青稞单产水平明显提高。

“种子包衣技术”是在播种前通过药

剂拌种为种子穿上防护罩，能有效减少对

农田环境的污染，对种传病害、土壤中的

病原菌及地上、地下害虫起到有效的防治

作用。为确保“种子包衣技术”这一科技

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海北州通过

州县两级联动，开展科技示范技术指导，

将这项技术“讲给农民听、做给农民看”，

打通了“新技术+示范+辐射”的快捷通道，

包衣剂省工省时且简便易行的特点得到

了种植户充分的肯定和欢迎。

海 北

90%青稞良种
实现“种子包衣技术”

4 月 28 日，在
平 均 海 拔 2900 多
米的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都兰县香
加乡，一年一度的
千亩蚕豆集中连片
种植拉开序幕。香
加乡蚕豆种植基地
以该乡立新村整村
土地流转优势为依
托，引进专业种植
公司种植蚕豆，种
植 规 模 达 133 公
顷，在培育壮大新
型产业的同时，将
实现户均增收 1.2
万元。

本报记者 李
庆玲 通讯员 希日
尖措 摄

娘加先在生产间检查设备运行状态。 本报记者 郭靓 摄2018年，“国医大师”尼玛指导娘加先创新藏药制剂炮制方法。 娘加先供图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5 月 6 日，

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获悉，“五一”小长

假期间，全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城乡

居民出行意愿强烈，消费热情高涨，传

统消费快速升温，商旅文体融合新消费

业态亮点纷呈。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

台监测，省内 90 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

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78 亿元，23 家重

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819万元。

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抢抓“五一”

假期消费市场黄金时段，围绕餐饮、家

电、家居、服装、汽车、旅游等消费热点，

因势利导组织开展购物节、美食节、旅

游节、文化节，不断挖掘消费潜力，创新

消费模式，提升群众品质消费体验。节

日期间，西宁市、海东市乘时借势引燃

两地消费烟火气，省内外广大游客和居

民争先打卡西宁人民公园赏花游船、畅

游丹噶尔古城穿汉服看表演买文创、逛

西海路美食街吃美食“四件套”看“豹

街”文艺展演、赴大通县“村BA”总决赛

现场体验乡村魅力和体育活力、浪平安

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感受独特民俗

风情，品地方特色小吃。海南藏族自治

州投入 15.6 万元政府专项资金，发放

5609 张云闪付满减消费券，开展“圣洁

海 南 青 亲 U 惠 乐 购 五 一 ”“ 春 来 早

惠约梨都”等消费促进活动。海北藏族

自治州投入财政资金 55 万元，发放消

费券 15848 张，组织全州四县 150 余家

商贸流通企业举办“梦幻海北 青亲 U
惠 乐购五一”“金色门源 惠购五一 青

亲 U 惠 ”“ 观 湟 鱼 洄 游 品 海 北 美 食 ”

“河清海晏 乐购五一”等多场节日主题

消费促进活动。

此外，大百集团三店联动全面开启

“5·1 不远行 吃游玩购去大百”大型促

销活动，活动以百货业态、穿着类折后

每满 200 立减 20、会员 2 倍积分、致敬

平凡劳动者、购物抽大奖等形式回馈新

老客户。大润发、永辉、北京华联等各

大商超纷纷推出“5·1 大放价 任性狂

欢购”“5·1 购物节”“乐享生活节”等惠

民促销活动，为“五一”假期营造浓厚消

费氛围。海湖万达、中惠万达、北川万

达、吾悦广场商业综合体假期前四日累

计 营 业 额 2839.41 万 元 ，实 现 增 长

18.6%。第 27 届西宁晚报五一车展 60
多个汽车品牌参与，实现销量 4758 台，

交易额达 7亿元以上。

青海消费市场
亮点纷呈

本报讯（记者 倪晓颖）“五一”假

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平

稳有序，未收到重大旅游投诉，未发生

重 大 旅 游 安 全 事 故 。 全 省 接 待 游 客

31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3.4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9.6%和 13.8%，分别

是 2019年的 1.76倍和 1.2倍。

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惠民多姿

多彩。青海湖景区以“文旅融合系列活

动之畅游青海湖活动”为契机，在二郎

剑景区主会场和仙女湾、同宝山景区分

会场同步举办文艺演出、非遗项目、特

色手工艺品、图书文博进景区等活动，

绘就“碧波荡漾青海湖”新画卷。茶卡

盐湖“天空之镜”景区 5 月 1 日至 31 日

期间免门票，实行“一票两日游”，丰富

游 览 观 光 和 拍 摄 体 验 。 省 博 物 馆 以

“1+3”主题展览为主、数字体验馆为补

充 ，同 步 推 出 社 教 活 动 ，参 观 人 数 达

1.74 万人次，增幅达 49%。省图书馆开

展流动图书车进景区、“书香润江源 阅

享新时代”视障读者听书等活动 30 场

次 ，服 务 人 数 达 9880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4%。省文化馆推出“镜游青海”摄影

作品展，开展大美青海文艺轻骑兵惠民

演出 9 场次，线下观众 3.5 万人次，点击

量 46万余人次。

“五一”假期，青海坚持省内外同

步、省市州统筹、线上（线）下联动，深入

开展宣传推介，持续擦亮“山宗水源 大

美青海”文化旅游品牌。围绕“山宗水

源 大美青海”春季文化和旅游系列活

动，先后开展“‘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碧

波荡漾青海湖—文旅融合系列活动之

畅游青海湖活动”、春“艺”盎然——优

秀文艺作品惠民演出、“艺”起舞动——

大美青海文艺轻骑兵优秀广场舞展演、

“遗”游“味”尽——非遗进街区主题宣

传等分会场活动 106 项，吸引观众 41 万

人次。

青海接待游客312.5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3.4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臻） 为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促进农牧民长技能、提素

质、增本领，去岁今春，全省各地积极

组织技术专家进村入户开展培训服

务，依托高素质农牧民培育项目，围绕

大面积单产提升，突出抓好主要粮油

作物冬季管理和春耕备耕，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开展专题培训服务。截

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训 5160人次。

全省各地根据产业发展、农牧民

需求，灵活应用培训方式。对操作性

强的技术知识，通过采取进村入户在

田间地头、大棚圈舍用“大白话”“土方

言”“小故事”等方式教学；对理论性的

知识，通过开展远程培训，运用“云上

智农”、微信、抖音、快手等手机应用软

件开展线上培训，真正让农牧民听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

同时，根据培训需求选择培训内

容，在民和、尖扎、贵德等地区开展冬

小麦冬季田间管理培训，重点围绕防

冻害、防病虫草等冬前壮苗培育技术

和春季田管关键技术开展培训；在湟

中、大通、湟源等春播大豆区，重点围

绕大豆种子包衣、高质量播种、整地、

前茬作物秸秆清除、病虫害防治等春

播备耕关键技术开展培训；在互助、门

源等地区重点围绕油菜规模生产、农

药安全使用、油菜贮藏与加工、病虫害

防治等相关技术开展培训。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训5160人次

我省大力开展农牧民专题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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