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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江达县岩比乡东扎村段防洪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DZB-CDSG-20020

一、招标条件
昌都市江达县岩比乡东扎村段防洪工程已由昌都市水利局

以（昌水规【2020】105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2020年中
央水利发展资金，招标人为江达县人民政府，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建设规模：治理河道总长3.0Km，新建堤防183.00m、钢管

栏杆402.00m、下河梯步1处，河道清淤2.7Km；
2、招标范围：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所含全部内容；
3、建设地点：江达县岩比乡；
4、标段划分：划分为一个标段；
4、计划工期：5个月；
5、质量目标：合格；
三、投标人资质和条件
3.1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资质和条件：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
（2）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3）拟承担本招标项目的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专业二

级或以上建造师资质并已注册在本投标企业，技术负责人须具

备水利水电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

（4）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具有为实施本工程所必须的流动资
金；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12日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10:00至13:00，15:30至18:00
(北京时间，下同)，在昌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昌都市便民服务中
心二楼）持以下资料报名（原件查验复印件加盖公司鲜章留存）

（1）单位介绍信；
（2）法定代表人授权公证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不亲自参与本

项目投标时提供）；
（3）经办人身份证；
（4）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5）拟承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

有效资格证书及社保证明；
（6）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新成立的企业，依据成立时

间提供相应年度报表）；

（7）企业近三年完成的类似业绩证明材料；
（8）全国或西藏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水利建设市场

监管服务平台查询截图（信息完整度到达80%）；
招标文件费每套85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 年5月29日15时30分；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昌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同时在西藏水利网、西藏商报、昌都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平台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江达县人民政府
地址：江达县嘎通街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正大招投标有限公司
地址：昌都市粮食局2幢2单元2-9-21室
联系人：刘春明 电话：18389051362

西藏正大招投标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她，2003 年创办白朗县恰珠编织厂，
2012年成立白朗县和气四瑞传统藏垫农民
专业合作社，2017年编织厂有效带动120户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她就是白朗县恰珠
编织厂厂长曲珍。

记者来到编织厂时，面容慈祥的曲珍热
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机器轰鸣和传统纺织机敲打声中，曲
珍满含笑意地介绍说：“目前，恰珠编织厂加
工生产各类民族手工艺品近10个种类，实现
了由传统家庭手工生产转变到规模化生产，
长期用工达4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7
人，人均月工资达到4500元；辐射带动农村
妇女、老弱病残从业人员308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 97 人，年人均增收 4000 元以
上。”

曲珍，1970年出生在白朗县洛江镇彭果
村，受家庭熏陶，从9岁开始学习编织技艺，
并熟练地掌握了各类编织技艺。

为了能让古老的编织技艺得到传承，
2003 年 4 月，曲珍创办了白朗县恰珠编织
厂。

厂房建起来了，资金也慢慢周转过来
了，编织厂很快步入了正轨。“虽然当时创办
编织厂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有困难，但是我没
有放弃，既然工作开始了，就得把它坚持下
去，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我，让我不断尝
试，直到找到最合适的编织技巧。同时，我
也很感激当时对我伸出援手的亲戚朋友以
及后来政府的大力扶持，没有他们，就没有

现在的编织厂。”曲珍满怀感激地说。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编织厂积极打造

“朗萨彩虹”品牌，受到了新老顾客的青睐，
产品远销国内外。“‘朗萨彩虹’牌的最大特
点就是使用纯天然染料，这些染料都是由纯
天然植物按不同比例调和而成，不会对身体
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曲珍告诉记者。

为了扩大规模、提升效益，曲珍于2012
年成立了白朗县和气四瑞传统藏垫农民专
业合作社。曲珍说：“这样可以让更多在家
的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帮助村民增收。”

2017年，恰珠编织厂申请到扶贫产业发
展资金1000万元，按照《白朗县精准扶贫产
业项目利益联结管理办法》，以“一卡通”的
形式为3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兑现产业分
红3.3万元。恰珠编织厂还认真开展“百企帮
百村”活动，投入帮扶资金48.61万元，在玛乡
果堆村新建了编织厂房，运用“一对一帮教”

“点对点帮扶”，培训建档立卡贫困妇女20余
人，为贫困妇女免费发放了卡垫编织架、染
料、捻线机等生产资料，定期回购手工编织
成品，实现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有效增加
了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

为进一步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恰珠编
织厂直接从农户手中收购羊毛、羊绒等原材
料，再将加工好的原材料统一分发到各家庭
作坊，做到了群众受益面最大化、产品质量
最优化。

曲珍始终坚持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优秀民族手工编

织品牌、促进贫困妇女创收”为宗旨，充分发
挥“西藏农牧民妇女传统编织就业培训基
地”示范作用，至今已累计培训手工编织人
员3800余人次、印染人员300余人次，其中
350名贫困群众全部解决就业，家庭年收入
增加到1万元以上，实现了贫困群众“就近就
便、不离乡不离土、能干会干”的就业目标。

“目前，编织厂里有13个技术人员，不管是哪
个县的人，只要报名来培训，我就会让这些
技术人员去教他们。”曲珍说。

培训后，有的村民留在编织厂里工作，
有的则自己出去建厂。面对这一问题，曲珍
用最质朴的语言说：“他们在我这里学了技
术就自己出去建厂，我没有生气，相反，我心
里很高兴，这门民族编织技术得到了传承，
而且，他们能利用我教导的编织技术脱贫致
富，证明我的教导没有白费。”

央吉是白朗县恰珠编织厂一名普通的女
工人，是白朗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今年34
岁，在来编织厂之前，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收
入，几亩地的粮食仅够我们勉强度日。后来
我找到了曲珍，希望能够来她的厂里工作，曲
珍了解我的家庭状况后便答应了我地请求，
在编织厂里我的编织技艺得到了很好的锻
炼，每月也可以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我家
的生活也有所改善。非常感谢阿佳曲珍的帮
助，她不仅让我增长了技艺、获得了报酬，还
经常教导我们要在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下，更
加努力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幸福的生
活。”央吉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商报讯（记者 赵越）据拉萨海关统计，今
年一季度，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5.41亿元，其
中，出口3.51亿元，进口1.90亿元，贸易顺差
1.61亿元。

一季度，我区一般贸易保持增长，进口
增速迅猛。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2.41亿元，
增长56.2%；进口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金属矿及矿砂等货物较多，进口增速达
125.5%。尼泊尔依然为我区最大贸易伙伴和
最大出口市场。对尼贸易总值2.94亿元，占
我区外贸总值的54.3%，对尼出口值占我区
出口总值的82.3%。拉萨市以4.46亿元的外
贸值居于首位，占我区外贸总值超8成；日喀
则市外贸值0.84亿元，增长 116.0%，增速最
快。民营企业占据主导，国有企业有所增
长。我区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4.26亿元，占
同期外贸总值的78.6%；国有企业进出口总
值1.08亿元，增长16.6%。

近期，拉萨海关及时出台《助力打赢疫
情阻击战 促进西藏外贸稳增长的七条支持
措施》，通过问卷调查、调研走访等方式强化
政策叠加效应，把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抓实
抓细抓落地。开展企业调研，了解外贸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掌握企业外贸动向，针对重
点企业、重点商品精准施策，帮助企业解决
进出口环节中的实际困难，全力保障外贸产
业链、供应链通畅运转，激发市场活力，提振

投资信心；充分发挥“互联网+海关”作用，通
过拉萨海关门户网站、12360海关热线、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向企业广泛宣传海关的各项
政策和相关便利措施，扩大企业知晓面，保
障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发挥作用；严格
落实总署“三查三排一转运”检疫要求，加强
口岸防疫指导和应急演练，持续加严边境口
岸防控措施，发挥海关检疫“防火墙”作用。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持续用好“绿色通
道”等便利通关服务举措，确保进出口双向
通关“零延时”，紧紧围绕加强外贸政策宣
传、提升外贸企业参与度，关注外贸重点商
品、为企业排忧解难，持续落实稳外贸各项
措施、给予边境贸易更大支持等，加大海关
政策支持力度，坚决筑牢国门检疫第一道
防线。

“织”出幸福生活
记白朗县恰珠编织厂创办人曲珍

西藏日报记者 耿锐仙

一季度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41亿元

我区已完成
春播面积103.64万亩

商报讯（记者 赵梦茹）日前，记者
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我区
农作物春播计划面积336.18万亩，其中
粮食作物 236.64 万亩（春青稞 211 万
亩）、蔬菜37.17万亩、油菜31.67万亩、饲
草30.7万亩。

截至4月28日，全区已完成春播面
积 103.64 万 亩 ，所 需 化 肥 已 到 位
44318.55吨、商品有机肥已到位89905
吨，积造农家肥503.02万吨。

据统计，目前全区计划需求青稞种
子 3371.73 万公斤，已全部筹备到位。
另外，全区农药已到位172.27吨，各地
市包衣剂等春播用药已筹备到位，其他
药品正在有序调运中。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
赴日喀则市开展调研工作

商报讯（记者 央金卓玛）日前，自治
区邮政管理局组派工作组前往日喀则市
开展“快递下乡”“快递进村”调研。

调研中，工作组通过听介绍、开座
谈会、看现场、提问题等方式，重点了解
了日喀则市邮政快递业企业基本情况、
电商快递融合发展、末端网点运营等情
况。工作组先后赴吉隆县和江孜县实
地察看吉隆县帮兴村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站、江孜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仓储
物流中心。并先后与日喀则市商务局、
吉隆县政府等单位就“快递下乡”“快递
进村”及邮政快递电商融合发展等进行
座谈，重点了解乡村物流体系现状、电
子商务发展现状及电子商务进农村项
目落地情况、当地农特产品及加工情
况，征求了吉隆县政府、市商务局对电
商发展、物流快递的建议和意见，就解
决目前“快递下乡”“快递进村”、电商快
递扶贫问题共同探讨了解决方案。

自治区妇联调研
央企妇女工作开展情况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近期，自治
区妇联副主席邓晓红一行前往华电西
藏能源有限公司大古水电分公司对央
企妇女工作开展情况及建立“妇女之
家”进行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深入施工现场了
解工程建设、党群联建等工作，参观职
工书屋与安全质量展厅。同时，与女职
工代表进行了座谈。

邓晓红表示，今后自治区妇联将加
强对大古水电分公司妇女工作和“妇女
之家”建设的业务指导。同时，她也希
望大古水电分公司女工委借助“妇女之
家”平台组织女职工开展各类活动，依
法维护女职工权益，切实帮助女职工解
决实际困难。

拉萨海关深入进出口企业开展信用培育工作。图由拉萨海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