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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满足人民群众疫情及日常期间办理公安交管业务的需求，西藏
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深入合作，充分发挥邮政线上
线下资源优势，联合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车管所”，实现“家门口办理、服务送到家”的便民服务承
诺。线上依托公安交管12123手机APP,推行“网上办”、“掌上办”等非接触式车驾管业务；线下依托
邮政网点办理“申领机动车临牌、免检标志”、“办理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期满换
证”、“处理一次性6分以下违法及缴款”等交管业务。广大市民群众可到指定邮政网点办理相关
业务。

一、服务网点

二、服务内容

三、交警12123手机APP二维码

拉萨市车管所业务咨询电话：0891-6386655
拉萨市邮政分公司咨询电话：0891-6241409

邮政指定网点

市内指定网点

1.拉萨布达拉宫中心邮政支局
2.江苏东路老藏大邮政支局
3.五叉路口电信大楼邮政支局
4.西郊邮政支局
5.太阳岛东桥珠峰路邮政支局

拉萨各县区网点

1.堆龙德庆区邮政网点
2.达孜区邮政网点
3.曲水县邮政网点
4.尼木县邮政网点
5.墨竹工卡县邮政网点
6.林芝县邮政网点
7.当雄县邮政网点

邮政网点服务内容

互联网业务

1.互联网用户窗口注册
2.互联网用户变更
3.绑定非本人机动车
4.解绑非本人机动车

机动车业务

1.补领车牌、换领车牌
2.补领行驶证、换领行驶证
3.补检验合证
4.申领六年免检核发检验标志
5机动车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6.申领临时号牌

驾驶证业务

1.驾驶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 、期满换
证 、超龄换证、转入换证
2.自愿降低准假车型换证、因身体变化
降级换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驾驶人
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公 告

生态效益突显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保

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防灾减灾等功
能。“南山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将会很大程
度上改善工程区生态环境。”拉萨市林业和草
原局相关技术人员介绍，“具体表现在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固碳释氧、保肥效果和净化空
气等5个方面。”

根据每亩森林土壤和凋落物临时储水量
分别为31.3吨和10吨，每亩森林涵养水源的
价值为119.0元。南山工程新增有林地每年可
临时储水达13.72万吨，涵养水源价值达39.54
万元。在保持水土方面，经计算，南山工程区
新增森林植被每年减少泥沙量为4087.29吨，
每年减少水土流失价值为0.12万元，每年减少
淤积泥沙的价值为0.15万元；在固碳释氧方

面，按西藏森林每年每亩固碳0.19吨和释氧
0.16吨计算，南山工程区有林地年均固碳量为
631.37吨、年均释氧量为531.68吨。在保肥效
果方面，按西藏森林每亩每年保持的土壤和
凋落物中含全氮2.10千克、全磷2.70千克和全
钾17.71千克计算，南山工程区新增有林地每
年保持的土壤和凋落物中含全氮6.98吨、全
磷8.97吨、全钾58.85吨。

此外，在净化空气方面，森林净化大气的
功能主要包括对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吸
收；对粉尘（TSP）的减少及吸收污染物、杀菌、
降噪、释放负氧离子和萜烯物质。

农牧民就业机会增加
南山工程建设经济效益主要有木材价值和

经济林产品价值等，经测算木材价值：根据西藏
2007年和2011年森林资源清查数据，西藏森林

每年每亩蓄积增长量0.087立方米，工程区新增
有林地年均木材生产量289.1立方米。

记者从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拉
萨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使工程区内
森林面积大幅增加，城镇、乡村的生态基础设
施进一步完善，居住环境、生产环境得到美
化，民生得到改善。“同时，工程建设在施工、
搬运、种植及后期管护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给当地的农牧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拉
萨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介绍，记者算了一笔账，工程建设施
工、森林管护等项目中需要临时聘用人员，
最少需要30万个工日，按当地现行工日价格
200元计算，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最少增加
农牧民收入6000万元，年均增收1500万元。
同时参与工程建设的人员在工程实施过程
中，通过参与培训和生产实践，提高了生产技

能，为以后的创业、就业创造了条件。

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这几年，生活在拉萨的市民明显感觉到

了南山造林带来的好处。树多了、山绿了、降
水多了、空气湿润了。可以说，南山造林绿化
工程的实施，增加了区域森林面积，改善了地
表植被，遏制了土地沙化进程，也加强了国际
河流的源区保护，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生
态系统良性循环。

拉萨作为首府城市，每年要接待国内外
游客几百万人次。南山是横贯拉萨的一个重
要景观带，该工程的实施，使区域生态系统平
衡发展、景观层次更加突出、景观线条更加明
显，整个拉萨市的城市形象明显提升，从而会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也推动了拉萨周边
乃至全区旅游业的发展。

投产后日产量可达百万只
4月 2日，记者走进西藏甘露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探访口罩的“诞生”。经过消
毒、穿戴好一次性鞋套和洁净服后，记者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第一生产车间。

一走进车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
洁的环境，几名工作人员“全副武装”，正在调
试生产设备。西藏坎巴嘎布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西藏甘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杜运建介绍，第一台生产设备于3月31
日运达拉萨，组装完毕后，公司技术人员就马
不停蹄地开始调试。

“为了确保生产安全，我们要求所有员
工都必须经过层层消毒杀菌，才能进入生
产车间。目前只有一台设备到位，24 小时
开机的话，日产量能达 12 万片。如果 4 月
中旬所有设备到位投入生产后，一次性医
用外科口罩日产量能达到 100 万只。”杜运
建告诉记者。

产品检验合格后投入市场
在生产车间，一台生产设备在技术人员

的调试下快速运转。在生产线上，记者看到，
三层布复合后，再经过生产设备添加鼻梁条，
一只只带褶的、蓝白相间的口罩片就会从机
器口中“吐”出，焊接完耳带后，口罩就成型
了。“这次我们一共从内地引进了12台‘一拖
二’全自动生产设备，共设置了12条生产线，
全部机器到位后将会24小时开机生产，所有
产品在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就能投入市场

了。”杜运建说。
为了尽早建成投用，在区发改委、经信

厅、卫健委、国资委及拉萨经开区管委会等单
位的支持下，区药监局根据疫情防控期间将
第二类医疗器械（口罩等）审评审批时限由法
定130个工作日缩减到7个工作日的要求，对
申报资料、审评程序等进行了优化。“口罩厂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成，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定会保证质量，不辜负
大家的期望。”杜运建说。

合力打造高质量品牌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条生产线上生产的

口罩和其他口罩有所区别，蓝白相间的口罩
上印着“甘露”和“坎巴嘎布”的字样。询问后
得知，西藏甘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是由
西藏甘露藏药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坎巴嘎布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持股、西藏永恒
生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是我区唯
一一家混合所有制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杜运建介绍，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 11
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
米，设有1525平方米符合GMP标准万级净化
车间和实验室。“我们拥有12条完整的生产线，
不仅可以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今后还能生
产N95口罩、儿童口罩、医用防护服和防护眼
镜等产品。同时，我们在产品上印有‘甘露’
和‘坎巴嘎布’两个商标，也是为了发挥三家
企业的优势，共同打造质量高、产品好的医疗
器械品牌。”杜云建说。

记者探访我区唯一一家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最新建设进展

设置12条生产线首台设备正在调试
西藏甘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医用口罩生产企业，目前，第一生产车间的生产设备

已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试，第二生产车间将于4月中旬建设完成。据悉，该公司共设置12条生产线，若所
有设备能够按时到位，预计将于4月底正式投产。 文/图 记者 娄梦琳

南山造林绿化工程年均释氧量531.68吨
为建设绿色拉萨、生态拉萨，自2012年起，拉萨市启动了南山造林绿化工程（“树上山”），并将该工程作

为“六大战略”规划中环境立市的一项重要工作，力争将其作为拉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项目，以建设绿
色拉萨为主题，大力推进造林绿化工作，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改善拉萨人居环境，实现兴林富民。截
至目前，南山山体造林保存面积已达到3521.7亩。 文/图 记者 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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