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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次中达瓦不慎，将货运资格证（证号：5400009401）丢失，声明作废。

●周加牙不慎，将身份证（号码：623022198002255510）丢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拉萨市尼木县续迈乡生猪养殖三期建设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ZL-2020001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拉萨市尼木县续迈乡生猪养殖三期建设项目已

由西藏尼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尼发改字[2020]03号文件批

准建设；招标文件已经在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号为

LS2020013。招标人为尼木县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资金

来源为产业扶贫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

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2.2、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一个标段。

2.3、建设内容及规模：总用地面积5328.00m2，总建筑面积

2148.49m2；育肥猪舍 724.78m2，配种猪舍 724.78m2，保育猪舍

690.65m2，消毒通道8.28m2，装卸台1座，混凝土路面1127.50m2，围

墙292.00m，挡土墙238.20m，土方回填8940.00m3，室外给排水、

室外电气、围墙、挡墙、绿化等工程；具体内容详见施工图纸及工

程量清单。

2.4、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2.5、建设地点：尼木县续迈乡安岗村。

2.6、资金来源：产业扶贫资金。

2.7、建设工期：2个月（有效工期）。

2.8、工程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项目的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及履约合同能力；拟派建

造师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证），且未担任

其他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

3.2、按藏建市管函〔2018〕275号文件和藏建市管函[2011]85

号文件要求进行备案（投标人须报名期内在“西藏自治区建筑市

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平台”进行项目备案）。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其他资格要求详见招标文

件。

3.5、有不良行为记录且在公示期内的企业不得报名。

四、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领取
4.1、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2020年 2月 18日至

2020年2月22日登录到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La-

sa.gov.cn.）报名并下载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等文

件；待自检可以接受招标人确定的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最高投标

限价及招标文件要求后，再自愿投标。

4.2、招标文件售价850.00元/套（人民币），招标文件的费用

由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以现金方式缴纳，未缴纳招标

文件费用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并由招标代理机构开

相关票据。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0年3月11日15时30分，

递交地点为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通过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lasa.gov.cn）递交

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

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纸质版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

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投标企业应授权招标人在开标时对生

成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解密，否则投标单位对该项目的投标无

效。施工组织设计按“关于在拉萨市招投标交易平台中规范上

传施工组织设计及技术标的通知”执行，其他详见招标文件。

5.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拟投入本项目

的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参加开标会

议，其身份不一致或非本企业人员，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

六、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公告同天在《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网》、《拉萨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和《西藏商报》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尼木县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尼木县幸福路23号

联系人：傅先生

联系电话：13657619187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中瓴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拉萨市城东区纳金东路东城金座2栋一单元13

层5号

联系人：唐女士

联系电话：13550268621

2020年2月18日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官方17日
披露，为致敬全国医务工作者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第一线，海西州文旅行业针对全国所
有医务工作者推出旅游优惠政策，多景区自
恢复开放之日起至年底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
费开放。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海
西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州域主体是素有
中国“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世界屋
脊和深居内陆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海西独

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和市场竞争力，构成了海西丰富多彩
和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体系。

据介绍，此次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开
放的景区有茶卡天空壹号景区、乌兰金子海、
乌素特(水上)雅丹和可鲁克湖—托素湖国家
AAA级生态旅游等景区。

茶卡天空壹号景区总经理康希元说：“大
家都在为这次疫情贡献力量，待景区恢复运
营起至2020年 12月 31日，全国医务工作者

(含港澳台地区)持本人身份证及医务相关证
件原件，登记即可入园。”

“作为文旅从业者，虽然不能像医务工作
者一样奋战在一线，但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
式向他们表示支持。”乌兰中景文化旅游发展
公司董事长李亮说，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年内
免费参观游览乌兰金子海风景区。

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除青海海西州外，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也于日前对外发
布向医护工作者免费开放，海南、广西、陕西、

四川、山东、重庆等地的一些旅游景区，也发
布上述类似消息。

近年来，海西州立足柴达木盆地旅游资
源禀赋，加快文旅融合，强化项目投资，开发
精品路线，提升服务质量，旅游业呈现了势头
好、发展快、效益高、带动强的势态，“祖国聚
宝盆·神奇柴达木”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
快速提升。2019年，全州共接待游客2017万
人次，同比增长17.84%；旅游总收入110.03亿
元，同比增长11.48%。 （中国新闻网）

柴达木盆地多景区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开放

保病人：“零”自付、不因费用误诊

疫情突如其来，国家医保局迅速响应、扩
大医保支付范围，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
部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对于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发生的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
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
综合保障。对于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按
照财政部和国家卫健委有关疫情防控的经费
保障政策，个人负担部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
先行支付，中央财政按实际发生费用的60%予
以补助。同样，疑似患者也不用担心相应的医
疗费用，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兜底。

国家层面有所明确之后，各地纷纷出台
具体措施，对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采取
特殊医保政策，通过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的
方式，打消患者就医顾虑。

疫情发生之时正值春运，人员流动大，大
量在外工作的劳动者返乡过节。针对异地就
医患者的费用问题，政策层面也有所设计，明
确要先救治后结算，报销不再执行异地转外
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定。

为确保确诊或疑似异地就医患者先行救
治，国家医保局要求，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费
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疫情结束后

全国统一组织清算。而异地就医确诊患者的
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记者了解到也将由
财政兜底。

保医院：预付资金、减轻垫付压力

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医院是主战场。
对收治患者较多的医疗机构，国家医保局提
出，医保部门可预付资金，减轻医疗机构垫付
压力。

我国医保的原则是以收定支，在使用每
个统筹地区每年收上来的医保基金时，医保
部门会提前给出一个上限，也就是总额预
算。记者了解到，以往每个医保年度开始时，
医保部门会给医疗机构规定一个本年度医保
报销的预算额度，原则上医疗机构本年度的
医保费用支出不能超过这个额度。

疫情发生得突然。特殊时期，国家医保
局提出调整有关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
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单列预算。随
后，各地陆续结合实际，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医
疗费用单独核算。广东省还提出，费用采用
按项目付费，且不纳入按病种分值付费范围。

对于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机
构，医保部门还开辟了协议管理、定点确立、
资金拨付和结算等“绿色通道”。

2月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接诊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以往医院纳入医保定点需走

申请、受理、考察、公示、签协议等流程。在火
神山医院接诊当天，武汉医保部门特事特办，
完成了结算标准制定、收费目录准备、结算系
统测试等工作，将火神山医院纳入了定点，实
现了医院启用后即可即时结算。

保药械：医疗机构可自行采购应急使用

时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所需药品和
器械显得尤为珍贵。针对供应紧张问题，国
家医保局要求各地开辟采购绿色通道，在省
级招采平台不能保障供应的情况下，允许医
疗机构自行采购应急使用。

记者梳理发现，浙江、江苏、内蒙古等省
区依托集中采购平台，监测配送情况，督促配
送企业组织货源并强化临床配送。辽宁、安
徽等省建立医药企业库存药品报送机制，对
库存较少、临床需求量较大的防控治疗药品
加强预判，做好医疗机构和企业供需对接。

同时，湖北、天津、河北、山西等13个省份
还为当地一次性防护用品和诊断试剂采购提
供快速有效的平台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初
期、未实施计划调拨前对医用防护物资保障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开通采购绿色通道的同时，为防止哄
抬价格，不少地方倡导本地医药企业做好价
格自律。其甘肃省医保局、浙江省杭州市、丽
水市等地发出《倡议书》，倡导医药机构和各

相关药品、耗材、防护物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确
保供应、稳定价格。

保待遇：“长处方”报销保障用药需求

为了减少流动所产生的传染风险，国家
医保局指导各级医保部门创新服务方式，特
殊事项“便民办”、常规事项“不见面办”、非急
事项“延期办”。防疫期间，国家医保局有关
负责人建议实施“长处方”报销政策，支持医
疗机构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合理增加单次处
方用药量，减少病人就诊配药次数。对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经诊治医院医生评
估后，支持将处方用药量放宽至3个月，保障
参保患者长期用药需求。

“同时，各级医保部门要及时发布‘不见
面’办理倡议书，明确‘不见面’办理事项名
称、办理方式和流程等。”这位负责人指出，要
推行“网上办”“电话办”“邮寄办”等非接触式
办理方式，探索试行容缺受理和事后补交材
料，为参保人和单位及时办理参保登记、待遇
申报、异地就医备案等业务。

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费用的，各地可延长缴纳时限，允许疫情
结束后补办补缴，不影响参保人员享受待遇。
此外，还可视实际情况延长定点医药机构每月
医疗、药品费用结算单报送时限，医保经办机
构可根据系统数据先行结算拨付。 （新华网）

特殊时期，医保有哪些特别保障？
确保对新冠肺炎患者“零自付”及时救治，为医院预付资金减轻垫付压力

疫情发生后，医保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救治保障。一方面，将诊疗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部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保证患者“零”自付，并为医院预付资
金，减轻其垫付压力。另一方面，开辟采购绿色渠道、保障防控所需药品和器械供应，并创新服务方式，确保参保者及时享受各项医保待遇。

为了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医保部门在疫情发生后全力开展救治保障，确保患者不因费用、定点医疗机构不因医保总额预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