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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藏药132种，其中：“甘露治肝胶囊”、“健胰降糖胶囊”、“溃病灵胶囊”、“消脂灵胶

囊”、“康巴雄丸”等临床治疗明显，受到患者好评。

五、获奖情况

阿麦撰写的论文《浅谈藏医中医针灸结合治疗则嘎（中风）病》在《中华科技学报》第三期刊

登并获二等奖。

罗布撰写的论文《甘露治肝胶囊治疗乙肝病100例临床疗效观察》在2003年全国藏医学术研讨

会上使用。

第七节　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

一、机构

2001年12月26日， 乡城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 内设办公室、综合监督股，挂“药品稽查大

队”牌子。辖乡城药品监督管理局得荣所，为州属正科级行政部门。行政编制6人，事业编制1人。

设领导职数3人：局长1人，副局长1人，纪检组长1人。2004年7月22日，成立乡城县食品安全协调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乡城药品监督管理局。2005年7月，组建乡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1

年～2005年，局长为曲扎，副局长为谢玉敏、许刚，纪检组长为萧智。

二、食品药品监管

2002年，乡城药品监督管理局把检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个体诊所行医人员“借行医为

名，行卖药为实”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行为作为重点，把对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的检查作为打假

行动的主要内容。共出动执法人员180多人次，车辆8台次，对全县范围内的5家医疗机构、11个乡

（镇）卫生院、2户药品零售药店（其中个体药店1户）、1户个体诊所进行了打假检查和药品专项

检查活动。通过执法检查和打假专项行动，共没收过期失效劣质药品69个品种，价值3 930元，罚

款802元，取缔无证药品经营户2户。切实履行《药品管理法》赋予的职责，维护了乡城县正常的药

品经营、使用秩序。同年，结合“非典”预防工作的开展，联合公安、工商、卫生、物价等部门

加强了市场的监管力度，依法取缔1户中医无证行医人员，没收各类中药材177个品种，价值1 900

元，并依法作出罚款1 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03年，按照特殊药品管理办法，加强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药品购用管理，对使用

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药品的单位，建立健全了特殊药品管理制度。推行使用“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

药品印鉴卡和购用卡”，严格对从购进到使用的整个过程实施监管，防止两类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确保了特殊药品的安全使用。对使用麻醉药品的单位全部按规定实施了换证。与县公安局建立打击

销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协作机制，共同形成了《关于打击销售假劣药品犯罪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对打假专项工作作出认真细致的安排。乡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将药品监管

的重心下移，加强对广大农牧区的药品监管力度。对农牧区的药品供应和质量监管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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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加强农村用药监督管理规范农村用药秩序》的调研报告，为建立县、乡、村3级药品供应

网络和药品质量监督网络奠定了基础。制定了《乡城药品监督管理局推进实施GSP工作方案》，

举办管理相对人GSP的培训班。9月，实施“扣分累计制”管理。并按国家相关规定，对全县医疗

机构、个体诊所和零售药店进行了全面检查，共清理未标明有效期的药品693个品种，价值4.07万

元，并进行了集中销毁。制定了乡城县《推进药品分类管理的实施方案》。开展药品分类管理知识

培训。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368人次，车辆26台次，检查食品药品经营单位230户（所），其中，餐

饮业86户、食品经营户101户、学校12所、建筑工地10户、药店5户、医疗机构16户。没收过期变质

食品11个品种，价值740元。全年共立案18件，结案18件，查处过期失效药品和未标明有效期药品

912个品种，价值26.6万元。

2004年，通过实施药品放心工程，全年联合出动执法人员307人次，车辆16台次，立案查处案

件2起，依法罚款3 532.62元，没收劣药63个品种，价值1 766.31元，清理过期失效药品383个品种，

价值1.09万元。开展了食品安全综合整治联合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30人次，检查食品经营户394

户，宾馆饭店30家，学校食堂6个，没收过期变质食品、“三无”食品和假劣食品106个品种，价值

5 367元。

2005年，乡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邮政、公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对非法回收药品、非

法添加化学药品、制造邮售假药等违法行为的专项检查。集中力量开展整顿和规范中药材市场及整

治制售假劣中药材、中药饮片专项行动。5月，重点开展对医疗器械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志的专

项监督检查。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449人次，车辆10台次，对全县范围内的医疗机构、个体诊所

和药品连锁门店进行全面检查，依法没收过期劣药96个品种，价值5 840.5元，立案1起，结案1起，

处罚1 346.4元。要求12家药品连锁店和部分医疗机构如药房的药品实施分类管理。药品分类管理覆

盖面达100%。对10个建筑工地食堂，3处居民接待点进行了检查，共收缴劣质、过期、变质食品89

个品种，合计290千克，过期饮料90瓶，合计价值5 300元。

三、农村药品监督网络建设

2003年，拟定了《乡城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零售店设置规划（2003～2005）》。按照规划完成

2户新开办药店的申请办证。

2001年～2005年，乡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了以“食药监部门为主，相关部门配合，群众

参与”的“三位一体”和县、乡、村3级药品监督网络，全县共聘各类药品监督员58名，其中县级

药品监督员10名，乡级药品监督员26名，村级药品监督员22名，并颁发了聘书，明确了工作职责。

药品监督网覆盖面达100%，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药品三级监管网络。到2005年，辖区内

的12家药品零售连锁门店都建立了基础信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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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机　构

乡城县广播电视局成立于1984年7月。 2002年3月，按照乡府办发〔2002〕24号文件精神，明

确县广播电视局是县政府授权行使全县广播电视行政管理职能的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2005年3

月，电影事业管理职能纳入县广播电视局，划出市场音像制品管理职能交县文化旅游局。县广播电

视局内设办公室、宣传股、事业股，事业编制17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2005年，全局共有

职工22名，其中：专职播音员2名，编辑2名，专职记者1名，工程技术人员2名。1991年～2005年，

历任局长为央京、穆利康、多吉、蒋继东，副局长为罗英、陈建华、陈文铭、吕世春。

县广播电视局职能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州有关广播电视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把握好舆

论导向，研究起草全县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办法、规定并组织实施。

第二节　广播电视宣传

乡城县有线电视台成立于1993年9月，建立起有线电视网，开播中央一套、中央二套、四川

台、浙江台、山东台、云南台。从此，结束了乡城县只能接收一套电视节目的历史，实现了电视

节目传输从无线到有线，从单一节目到多套节目的转变，首期用户300余户。1995年，有线电视节

目数增加到8套，有线电视用户达700余户。同年，开办了《乡城新闻》电视口播新闻，每周播出

一期。1996年7月，开通了卫星广播，转播了《金桥之声》节目，开设了《乡城新闻》、《报刊

摘要》、《对农村广播》、《科技之窗》等栏目。同时，开设了藏语栏目《乡城新闻》、《康巴

漫步》，共播出各类稿件5 050件。1997年10月，开办旨在反映全县热点难点问题的电视专题节目

《“红、绿、蓝”工作室》，播出了《入冬时节》等各类优秀专题片70余期、《康巴艺术节盛况》

等实况节目60余期。1999年，有线电视节目数增加到16套，用户达900余户。2000年以后，主要以

调频广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为主，自办节目停播。

2002年，传输节目数增加到30套，用户达1 000余户。2005年，转播了《甘孜新闻》。1991年～2005

年，共播出各类稿件1万余件。

第三节　广播电视建设

一、队伍建设

乡城县广播电视局十分注重加强队伍建设，在注重职工学历提高的同时选派职工参加广播电视

第三章　广播电影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