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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恒佳挖机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军）已于2020年1月1日终止与我

西藏恒跃柳工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日喀则地区二级经销商授权。

自终止之日起，日喀则恒佳挖机销售有限公司不得继续以二级经销商名义参与

我司所有相关业务及整机款收款，该司所产生一切法律责任由该公司自行承担与我

司无关！

现柳工日喀则直营公司整机销售、服务业务联系方式如下：

刘凡兵 联系电话：13648924343

陈咨瑜 联系电话：13549090288

特此公告！

西藏恒跃柳工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3日

公 告
商报讯（记者 卢彪）日前，位于日喀则萨

嘎县拉藏乡的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线
路包10内蒙古送变电施工现场，萨嘎县政
府、拉藏乡政府、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
指挥部、包10项目部施工和监理人员正在进
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劳务用工对接仪式。

据了解，拉藏乡位于日喀则市萨嘎县西
部，距县城92千米，面积约1190平方公里，人
口1300多人，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牧养牦牛、
绵羊、山羊和马等。此次工程中接纳的40余
名劳务人员均为萨嘎县拉藏乡本地村民，他
们与施工单位签订用工和安全协议后，边学
边干，边干边学。施工单位将在工程建设
中，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和现场施工技术技
能培训。

本次劳务用工签订合同的对象之一平措
就生长在这里。往年这个时候，他正忙着和
家人一起干农活，为春耕做准备，今年却有所
不同，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线路工程包
10复工后，在当地招募劳务用工，平措踊跃的
报了名，他盼望着能够掌握一门新技术，通过
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减轻家里的负担。平
措和他的乡亲们在这个仪式上领到了新的工

作服，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此次招聘当地村民，是阿里与藏中电网

联网工程19个标段，1600公里线路工程沿线
解决当地群众就业问题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指挥
部在开工之初，就积极组织参建单位与驻地
党委政府、学校等单位开展企地共建活动，
积极购买本地砂石地材、生活物资等，促进
当地群众脱贫增收，并提前谋划参建单位和
业主项目部临建及医疗设备设施捐赠，改善
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与此同时，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
还积极对200余名高中（中职）及以上文化
程度的当地困难群众进行培养，参与工程
建设，以干代学，以干代培，切实培养当地
电力施工劳务队伍，为农牧民今后脱贫致
富创造条件。

截至3月30日，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
程已累计使用当地民工 1105人，零星用工
7684人次，支付工资3591万元；购买当地水
泥5.6万吨，使用当地砂石22万方，租用当地
各种车辆190辆、3164台班，实实在在带动当
地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商报讯（郑琦山 记者 韩海兰）近
日，山南边境管理支队民警们肩扛树苗
和钻坑机，手持铁锹和水桶，再次来到
雅鲁藏布江畔的沙漠地带，开展义务植
树公益活动。

机械马达刺耳的轰鸣声，铁锹与沙
土清脆的摩擦声，伴着民警们阵阵的欢
笑声，荒漠显得不再荒凉。钻坑、种树、
回土、浇水，各项步骤环环紧扣。3个小
时，300余株树苗回到了土壤的怀抱。

“去年的今天，我们在相邻的地带
也种下了300多株树苗。今天路过时，
看见它们当中不少已经长出了绿叶，给
雅鲁藏布江增添了不少春意和生机。”
民警孙松林说。

山南边境管理支队
开展义务植树公益活动

日前，记者走访了拉萨市向阳农贸市
场、加荣农贸市场、药王山农贸市场蔬菜区，
只见每个摊位上摆满了各种蔬菜，前来购买
的消费者络绎不绝。“现在市场上售卖的白
菜、莲花白、莴笋、生菜、小葱等叶类蔬菜基
本上都是本地产的，本地产的黄瓜、菜瓜、辣
椒、茄子等也占大半。”加荣农贸市场蔬菜商
户邹女士介绍，“拉萨周边有好几处蔬菜大
棚生产基地，一年四季供应不愁，菜也特别
新鲜，很受大家欢迎。”

随后，记者驱车来到拉萨市达孜区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沿着一条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温室大棚。“我们种
植蔬菜全部采用的是有机肥和生物抗虫害
方式，有专门的生产种植记录，每次农产品
检测合格率都达到99.5%以上，所以从不发
愁销路，都是菜商主动联系我们进行批发。”
种植户张大姐笑着告诉记者。

近年来，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面
升级改造园区温室及配套设施，已完成600
栋老旧温室拆迁补偿工作，投资2000余万元
新建高标准温室大棚37栋（每栋1080平方
米），投资2600万元建设完成12栋钢架结构

温室大棚。
“现在，我们正在扩建52栋高标准温室

大棚，相比较老式大棚，高标准大棚采用的
全部是钢架结构、空心砖，采光好、保温性能
好，并且大量使用轴轮收放、滴灌等配套设
施，不仅可以保障蔬菜的质量和产量，还大
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罗朗说道。

在园区的工厂化智能型育苗种植基地，
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精心侍弄刚刚嫁接成
功的秧苗。“我们的育苗基地现育有特色蔬菜
用苗、观赏植物苗、防风固沙苗等50余个品
种，其中蔬菜大概有20种；高标准温室大棚主
要种植水平结球生菜、油麦菜、芹菜、苦菊、香
菜等采收期为30天左右的品种，黄瓜、辣椒、
菜瓜种植的也比较多。”该育苗种植基地负责
人刘先生说。当被问到嫁接的好处时，刘先
生说：“嫁接的根茎都是野生的，比如普通茄
要嫁接到一种叫托鲁巴姆的野生茄子的根茎
上，不仅能增强根力和产量，还能提高抗虫抗
病能力，蔬菜品质也会更好。”

记者了解到，除了工厂化智能型育苗种
植基地，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还在打造

（藏家乐）休闲体验中心、高效保险冷藏室等
项目，一步步向集工厂化智能育苗育种基
地、无土栽培蔬菜种植基地、高原特色农副
产品种植加工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发展。

据悉，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大力推
广“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探索走出一
条惠农富民生态之路，仅土地流转租金一
项，就为邦堆村和林阿村322户1288人发放
1900余万元（目前每亩土地每年流转租金为
2115元）；每年转移劳动力就业1万余人次，平
均日工资120元至150元不等，实现人均月增
收3000余元。

另外，记者从拉萨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截至目前，拉萨市蔬菜种植面积已达7.38万
亩，其中设施生产面积达2.39万亩，预计年产
各类蔬菜达32.65万吨。同时，为加大推进

“菜篮子”生产基地建设，拉萨市已形成集中
连片设施农业基地17个，设施蔬菜面积达3.3
万亩，并且设施类型由原来的竹架塑料大
棚、土墙日光温室向钢架塑料大棚、砖混日
光温室、连栋智能温室等转变，已基本实现
全市蔬菜周年均衡供应。

大力推进“菜篮子”生产基地建设

拉萨市蔬菜种植面积已达7.38万亩
为加大推进“菜篮子”生产基地建设，拉萨市已形成集中连片设施农业基地17个，设施蔬菜面积达3.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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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学边干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促农民增收

堆龙德庆区召开
决胜脱贫攻坚动员部署会

商报讯（记者 赵梦茹）近日，堆龙
德庆区召开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动员部署会。

会上，充分肯定了堆龙德庆区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的成绩，系统分析了当前
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就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迎接全国脱贫攻坚普查等具
体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家纷纷表示，脱贫攻坚大考的冲
锋号已经吹响，最后总攻的战斗已全面
展开，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要
集结最强兵力、鼓足最大干劲，坚决夺
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以优
异成绩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当雄县文化和旅游局
召开野外文物看管座谈会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为了进一步
提高野外文物看管人员业务能力，增强
文物保护水平，近日，当雄县文化和旅游
局组织野外文物看管人员召开座谈会。

会议强调，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利
用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是开展各项
文物工作的基石。野外文物看管作为
文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严防
死守，坚决保护野外文物安全，提升巡
视保护工作力度。

当雄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表
示，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各
野外文物看管人员工作职责，今后将以
野外文物看管为基础纵向挖深，推动野
外文物保护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