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姆）为全

力 推 进 电 子 商 务 助 推 扶 贫 工 作 ，近 年

来，昌都市商务局以芒康、八宿、边坝 3

县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开

拓农村电商消费市场、促进康巴农畜特

色商品触网营销为主攻方向，探索电商

助推扶贫新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芒康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收

录并展销芒康县 31 家涉农企业、手工艺

企业和 19 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近 80

款农产品及手工艺品。目前，芒康县已

完成 25 个电商服务站建设，覆盖县域内

全部 15个乡镇及 10个国道沿线行政村，

电商服务站覆盖率达到 41%，累计帮助

群众代购代缴相关资金 60 余万元。截

至目前，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共开展

各类培训 44场，累计培训 1682人次。

八宿县已建成村级服务站点 38 个，

覆盖全县 35%的行政村，服务内容包括

为群众提供代购代销、物流配送等，方

便了群众生产生活，已完成追溯体系建

设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以乡镇、村为

单位，已上线销售野生当归、野生羊肚

菌、野生松茸等 10 个品牌。同时，积极

探索“电子商务+旅游”体系，开发名为

“八宿电商”的全新 APP，内容涵盖电商

村级站点配货、八宿县当地旅游餐饮资

讯等，使当地地土特产品能够及时线上

交易。

边坝县建成镇村级农村电商服务

站 51 个，服务站点负责人积极参与实操

培 训 ，提 高 对 农 牧 民 群 众 服 务 的 专 业

性、时效性。目前，已对近 20 个村配送

各类生活物资用品合计 22 万余元，线上

销售贝母、藏子菌等产品共计 136 万余

元，线下销售藏香、贝母等产品共计 607

万余元。目前，已完成县域干部电商培

训 38 人次，电商进农村知识普及培训

841人次，电商实操培训 216人次。

近年来，昌都市以芒康、八宿、边坝

3 个示范县为重点，积极扩大农村电子

商务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

向流通网络中的应用。 目前，昌都市

已建成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3

个，O2O 展销中心 5 个，县域电子商务

物 流 配 送 中 心 2 个 ，乡 镇 电 商 公 共 服

务中心 24 个，村级电商公共服务站点

1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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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今年以

来，拉萨经开区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

好、补齐短板总基调，突出要点，开发特

色外贸潜力，建强平台，完善外贸生态，

多措并举、精 准 服 务 ，加 快 发 展 外 贸 新

业态。

拉 萨 经 开 区 在 主 导 产 业 体 系 构 建

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打牢“走出去”

特 色 经 济 基 础 。 以 创 建 全 国 净 土 健 康

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为抓手，坚持把净

土 健 康 产 业 作 为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增 长 动

能，着力将经开区打造成全区首个全国

净 土 健 康 产 业 示 范 区 。 目 前 ，园 区 食

品、饮料、藏医药、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净

土健康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培育了高原

之宝、西藏奇圣等一批支撑力和带动力

强的“台柱子”净土健康企业。

同 时 ，拉 萨 经 开 区 按 照“ 特 色 产 业

优先发展”思路，积极培育以天然饮用

水、高原特色食饮品、藏医药产业等特

色产业，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含量高、创

新 能 力 强 的 主 营 青 稞 加 工 产 品 的 优 质

企 业 。 持 续 加 大 信 息 化 要 素 赋 能 力

度。目前，园区内有金采科技、珂尔信

息等集中在计算机行业软件研发、互联

网信息服务、跨区联动信息系统服务等

领域的企业，如今日头条、南亚商贸网、

西藏特产网和阿里云智能创新中心等，

有 效 推 动 了 本 地 特 色 产 业 经 济 与 信 息

化的融合共进。

此外，拉萨经开区坚持对外开放作

为第一抓手，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紧抓推动环

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有利契机，加

快建设拉萨综合保税区、中尼友谊工业

园，提高 4 地 5 个区外产业交流中心的运

营效益，依托“双创”中心、工业中心、高

原之宝、今日头条等平台，充分发挥平台

优势，用好全市人才改革试验田、西藏首

家国家级园区类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优

势资源，着力建强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新

载体、新格局，推动拉萨经开区成为西藏

面向南亚开放的“桥头堡”。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

年来，我区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提升科技创新在发展全局中

的战略地位，全区科技管理部门机

构改革顺利完成，科技管理职能进

一步优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改革中，我区着手修订《西藏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修订

完善《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办法》《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

目过程管理办法（试行）》等办法，

修订《西藏自治区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西藏自

治区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出台《西

藏自治区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等，逐步完善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措

施。

同时，我区落实“四梁八柱”性

质改革任务，完成科技计划、项目、

资金、创新创业等 21 项具体改革事

项，研究制定科技领域“放管服”改

革 30 条，出台《西藏自治区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科研诚信实施办

法（暂行）》与科技创新券和科技型

企业普惠性奖励政策，持续深化科

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并启动自

治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区

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加大厅市、

厅院（校、所）、厅企联合基金投入

力度，拓宽科技创新投入渠道，加

大各类科研支持力度，不断提升科

技创新体系效能。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

日，自治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联合

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举办了“创响

中国·西藏自治区‘双创’载体管理

人员高级研修班”。来自拉萨、山

南、那曲和昌都等 6 市地的 30 家自

治区级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

代表共 60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来自成都市创

新创业服务中心（成都生产力促进

中心）与国家级众创空间“智汇青

年”等平台的 5 位老师讲授了“创业

孵化体系建设与管理”“创业孵化

的 前 世 今 生 与 发 展 ”“ 新 时 期“ 双

创”时代特征与载体运营策略”和

“投资与孵化经验分享”等课程，进

一步提升了我区“双创”载体运营

孵化能力，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发

展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

培训会上，参训人员纷纷表示，

通过这次培训，大家从思想认识、思

路拓展方面均有所提升，了解掌握

了“双创”载体运营管理的基本要

素、基本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水

平，为促进载体自主谋划赢利模式

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区培训“双创”载体管理人员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

前，记者从区科技厅了解到，上半

年来，区科技厅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加大支持自治区级“双创”载体孵

化服务能力建设，邀请成都市科技

企业孵化器协会 6 名创业专家，完

成了 N·次元众创空间等 7 家载体

91家入驻企业的问诊服务。

其 中 ，对 23 家 载 体 入 驻 企 业

进行了全面问诊，创业专认真分析

了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解决的措施方法和注意改进事

项，针对性地对企业发展方向进行

了策划设计。这些措施将极大地

提高各载体的孵化服务水平和质

量，帮助培育更多的成功企业。

“通过种植培训，让我们掌握种植、

培土以及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现在种植作物更加得心应手，产量也有

所提高。”南木林县艾玛乡德庆村村民罗

布旺堆说。

近年来，全区科技工作积极落实“建

平台、攻专项、促转化、广普及”要求，紧

扣创新型西藏建设任务，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为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科 技 支

撑。

2019 年，科技对西藏农牧业贡献率

达到 51%，科技正成为推动农牧业增产增

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

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新动能

近年来，我区加大科技型企业的培

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自治区科技厅制订出台了《关

于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行动方案》，从优

化认定程序、兑现奖补资金、落实优惠政

策等方面提出了 21条政策措施。

作为我区积极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的一个侧影，近年来，我区积极培育和支

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融入经济社会

主战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我 区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69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116 家，企业研发

经费突破 10 亿元。日喀则市江孜县建

成我区首家县区创新创业中心；首次发

放 543 万元“科技创新券”，资助 90 家企

业开展创新创业。兑现落实 22 家自治

区级“双创”载体一次性建设扶持资金

6490 万元等。

目前，全区建成各类“双创”载体 138

家，其中，国家级“双创”载体 18 家、自治

区级“双创”载体 23 家。“双创”载体孵化

企业 2691 家，吸纳就业 2.42 万人，其中，

吸纳高校毕业生 6353人。

与此同时，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我区大力实施《西藏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办

法》，西藏大学、自治区卫健委与农科院

等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关细化配套措施。

积极探索建立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

链条的有机结合，与深圳前海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就共同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西藏创业子基金”达成合作

意向。加强技术市场管理，2019 年合同

成交金额首次突破 1 亿元。多举措加速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科学服务促进农牧业提质增效

“助力农牧民增收，需要发挥科技的

力量，把农牧业实用技术、科技成果、市场

信息送到田间地头、牧场圈舍，将科学技

术与田间生产紧密结合起来，研发成果用

于解决农牧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让科技

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出致富果。”拉萨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小军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何将科

学技术转化为农牧业实际的生产力，我

区各级科技部门下足了功夫。

我 区 通 过 自 治 区 科 技 计 划 、中 央

引 导 地 方 科 技 发 展 资 金 、“ 三 区 ”科 技

人 才 支 持 计 划 等 渠 道 ，增 强 脱 贫 攻 坚

科技供给和科技服务，重点在山南、林

芝、那曲、日喀则等地组织实施黑青稞

增产增效、藏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牦 牛 高 效 养 殖 技 术 集 成 示 范 、藏 鸡 原

种 保 护 与 扩 繁 、茶 叶 新 品 种 引 进 及 加

工 等 项 目 ，探 索 科 技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新渠道、新模式，促进当地产业发展

和农牧民增收。

同时，我区加强基层科技服务，大力

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工作，加强技能培

训，提高科技特派员整体素质和科技服

务能力，着力将科技特派员培养为致富

带头人、科技明白人、创业领头人，取得

良好成效。白朗县张继明、米林县桑杰

群培等 4人获评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

2019年，我区还围绕各地技术服务和

产业发展需求，在白朗、措勤、聂荣三县试

点推进科技人员下基层服务行动，共选派

服务团队 31 个 274 人，开展培训 200 多场

次，示范推广各类技术 86 项，培训农牧民

和基层农牧业技术人员 2.6万人次。

此外，还以“一县一团”“一产一团”

的形式，选派 1200 名“三区”科技人才，组

成 134 个科技特派团，携项目、带技术深

入基层生产一线开展科技服务。

科研攻关助力优势产业发展

无论是传统的王牌大业——种植业

与畜牧业，还是近几年发展壮大的草业

等，都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

目前，我区攻克糌粑香气稳定性控

制及延长保质期等关键技术 12 项，形成

藏系绵羊肉分级分割体技术体系等制备

技术 12 项，新研发糌粑威化（华夫）饼干、

牦牛骨胶原蛋白多肽螯合钙胶囊等产品

44 种。完成全区 53 个县区的藏药资源普

查。绿绒蒿、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藏药材

的人工种植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

加快推进西藏青稞酒研发技术攻关。开

展西藏重点含锂地热活动区锂资源调查

评估与提取试验研究，初步确定羊八井、

索多等富含锂地热活动区具有综合开发

研究前景。

此外，我区联合内地优势科研力量，

开展包虫病、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等

方面基础研究和诊疗技术创新。突破全

变流器型电源供电系统稳定运行的技术

瓶颈，解决了青藏地区 50 多万平方公里

的供电难题。开展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与建设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示范，建

立了一系列高原生态研究新方法，形成

了高原生态过程、机理与区域相结合的

研究格局。

一项项发展的实践证明，科技正成

为撑起我区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

力量。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

前，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

我 区 获 科 技 部“ 科 技 助 力 经 济

2020”重 点 专 项 项 目 资 金 2800 万

元，项目涉及农业、生物医药与生

命健康、资源与环境、信息技术、制

造业、能源与新材料 7个领域。

据 悉 ，今 年 3 月 ，科 技 部 启 动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科 技 助 力 经

济 2020”重 点 专 项 ，要 求 推 荐“ 市

场 应 用 前 景 好 、实 施 周 期 短 、见

效 时 间 快 、程 序 简 捷 规 范 、对 复

工 复 产 有 直 接 带 动 作 用 ”的 重 点

专项项目。区科技厅主动汇报对

接 ，积 极 有 效 组 织 区 内 科 技 型 企

业 凝 练 科 研 项 目 ，按 申 报 项 目 数

量 要 求 申 报 项 目 40 个 ，其 中 ，38

个 项 目 获 立 项 支 持 ，经 费 总 额

2800 万元。

此批项目实施将对提升企业

研 发 能 力 、促 进 技 术 成 果 转 移 转

化，帮助科技型企业克服疫情带来

的短期困难，推动复工复产起到积

极作用。下一步，区科技厅将加强

全流程管理服务力度，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切实发挥实效。

我区获科技部重点专项项目资金 2800万元

近年来，我区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图为该馆科普活动现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优化管理 提升服务

我区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

自治区科技厅

完成 7家载体 91家企业问诊服务

建平台 攻专项 促转化 广普及
—科技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梅英

自治区农科院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巴桑旺堆（中）向我区农牧科技人员讲解

奶牛性控冻精技术。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

昌都市有序推进电商进农村工作

参与我区科技兴边富民专项的科技人员在山南市隆子县举行黑青稞示范现场培训。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突出重点 多措并举

拉萨经开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