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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让我们村都富起来了”
2012年6月 15日，一个让多尔格村民永

远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多尔格村牧业经济合
作社正式成立，群众以牲畜入股、劳力入股、
草场入股、联户放牧、草场流转的方式参与合
作社运营，全村108户408人全部主动申请加
入合作社，入股折合资金1700万元。

今年53岁的塔尔巴一家，就是其中的一
户，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加入合作社前，塔尔巴家只有1间60平
方米的房屋，家中4口人，全靠牧业为生，年人
均收入只有700元，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加入合作社后，按照合作社“8个统一”的
运作模式，即劳动力统一安排、草场统一管
理、畜产品统一销售、经营收入统一分配、牧
业设施统一使用、游牧房屋统一安排、无劳动
力人员和孤寡老人统一供养、在校生统一积
分的要求，塔尔巴将自家2919亩草场、10头
牛、100只羊、1匹马以及放牧点房屋、牧业设
施等全部交给了合作社。

合作社安排塔尔巴放牧，妻子、儿子也在放
牧。这样下来，一年家中3人放牧就有2万多
分，折合现金收入4万多元。女儿阿旺拉姆在县
城朗琴公司打工，每个月2700元工资，一年有3
万多元收入。去年，儿子也出去打工了，一年有
2.5万元收入，加上其他收入，一年全家总收入就
有大约11万元。2016年，塔尔巴家实现了脱贫。

“现在，我们村通了柏油路，通了电，也有了
自来水，我家不仅修了新房子、买了汽车，还用
上了各种家用电器，日子越过越好，是合作社让
我和我们村都富起来了。”塔尔巴激动地说。

塔尔巴仅是多尔格村144个放牧人员中的
一员。多尔格村共有劳动力218人，成立合作社
后，从事放牧的有144人，在合作社上班的有37
人，劳务输出的有37人。2019年，合作社总收
入716.9万元，而牧业经济收入达到218万元。

“成立牧业经济合作社适度解放了劳动
力，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也转变了群众就业
观念，实现了牧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带动了多种经营，促进了群众脱贫增收，2017
年，多尔格村26户111人全部脱贫；2019年，多
尔格村人均收入达到 14095.7 元，现金收入
8457.4元。”普保镇镇长阳旭对记者说。

“多种经营成了致富好帮手”
合作社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一条适合多

尔格村发展的脱贫道路——以牧业为核心、
主打多种经营、实施教育为本和因地制宜整
合资源的发展模式。多种经营在脱贫攻坚中
依托产业带动，让贫困群众的“钱袋子”一天
天鼓起来，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走进位于县城的普保镇色林错农畜产品
销售基地，嘎玛平措正在和徒弟次仁桑波制
作藏装。不大的房间里，挂满藏装、藏帽和羊
皮袄等手工制品。

嘎玛平措今年56岁，家中6口人，是2016
年从多尔格村搬到县城玛堤小区的易地扶贫
搬迁户。以前，家中只有2间60平方米的破
房子，有草场3337亩，牲畜90头（只匹），全靠
牧业收入，家中年人均收入仅五六百元。

成立合作社后，身有残疾的嘎玛平措被
安排到色林错农畜产品销售基地上班，每天
记10个工分，去年有4300多分，加上销售奖

励分，折合现金收入7.2万多元，家庭年人均
收入一万余元。

“现在，我搬到了120平方米的新房子里，
加上儿子打工的收入，家中一年收入就有10
多万元，现在日子越过越好，2016年，我们家
也脱贫了。”嘎玛平措笑着对记者说。

这间于2017年开张、投资只有5万元的
门面房，现在已有14万元的集体收入，销售的
产品有60多件、10多个品种。

“场地太小了，我想再找个店铺，扩大经
营，把我们村的多种经营搞红火。”嘎玛平措
笑着说。

据了解，多尔格村牧业经济合作社多种
经营申报和实施的主要产业项目有高海拔生
态农业示范基地、特色绵羊育肥基地、莫东达
热宾馆、妇女组织藏餐馆、民族手工业缝纫基
地等，同时，还有百货、茶馆、畜产品加工、民
族手工业、劳务输出等多种经营项目。目前
还实施了莫东达热宾馆改扩建项目和农牧民
施工队设备购置项目。

“强化产业支撑，开展多种经营，多尔格村
把脱贫攻坚与产业发展总体谋划、统筹布局，
最终实现了让贫困群众‘钱袋子’鼓起来的目
标，真正让牧民群众成为脱贫攻坚的参与者和
受益者。”普保镇副镇长次仁桑布对记者说。

“合作社发展前景令人期待”
2018年3月，多尔格村与佳琼镇5村、班双

合作社一起，联合组建嘎措牧业发展公司，注册
资金1800万元。公司主要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加
工、养殖种植、餐饮、园林绿化、公交营运等。

“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组建公

司，以‘企业+合作社+牧户’的产业化经营体
系，规范经营、打响品牌，让牧民在产业化经
营中得到更多实惠，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嘎
措牧业发展公司董事长桑珠达吉对记者说。

据了解，普保镇目前有各种类型的合作
社10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90户1609人
脱贫。2019年，全镇人均收入12229元，而多
尔格村人均收入14095.7元，高出全镇人均收
入近2000元。

按照“一乡一社”的模式，普保镇于2017
年6月成立姜康董普保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
金300万元。2019年，每人分红200元。截至
目前，公司已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4次，分
红资金84万元，人均增收523.3元、户均增收
1704.5元。易地扶贫搬迁户巴桑家有8口人，
去年仅此一项，就分红1600元。

在“一村一合”中分红，在“一乡一社”中
分红，两级分红方式，让群众在牧业改革中尝
到甜头，多尔格村牧业经济合作社发展前景
远大。2014年12月，多尔格牧业经济合作社
被评为“国家示范社”，2015年荣获了“全区扶
贫工作先进集体”和“那曲地区产业化先进合
作社”荣誉称号。

“合作社发展前景令人期待，下一步，我们
将在推广牧业合作、整合资源、创建示范、开拓
网上市场4个方面寻求新突破。进一步完善规
章制度，强化服务功能，积极推行统一供种、统
一技术培训、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的运营模式，推进畜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
生产、规模化经营，将合作社发展推向新的阶
段，带动更多群众致富奔小康。”多尔格村牧业
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桑珠达吉说。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DCZX-XZSG-2020-028）

PCR实验室改造项目已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武警某部，建设资金为自筹资金，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就本工程装修改造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欢迎有意向的合格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PCR实验室改造项目
2、项目编号：DCZX-XZSG-2020-028
3、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本项目分为一个标段，本项目包含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有

内容
4、建设地点：武警某部；
5、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自筹资金，已落实；
6、计划工期：20日历天；
7、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本项目的投标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含

贰级）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有不良记录且在公示期内的企业不得报名。
4、本项目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详见招标文

件中的资格审查条件，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有可能进入评、定标环节。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投标者请于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21日。每天9：30—18：30（北京时间，节假日不

休），持以下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盖公司公章由招标代理机构留存）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柳梧新区拉萨之窗1号楼502室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每套850元
人民币，售后不退。

1、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
2、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

3、承建上述工程建造师（注册本公司）、技术负责人资质证书、四大员岗位证书；
4、类似项目施工业绩证明（以合同为准，至少提供一个）；
5、近三年（2017、2018、2019年）的由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表(如公司成立不足三年，

则提供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财务状况良好。
6、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的行贿犯罪记录（截图）。
7、区外企业提供在藏备案登记证。
（以上资料需提供原件备查，复印件无线胶装成册须盖单位公章存档）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3日上午10时30分，文件递交地点为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柳梧新区拉萨之窗1号楼502室。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或密封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五、招标工程项目的开标将于上述投标截止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公开进行，投标人的法定代
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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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西藏商报》、《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网》上发布。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武警某部
联系人：杜助理 13026499888 0891-6373011转25306
纪检部金干事 18989088892 0891-6373011转25205
地址：拉萨市城关区色拉路77号
招标代理：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拉萨之窗1号楼502室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316226899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西藏日报记者 张晓明 谢伟 赵书彬 王晓莉 万靖 张宇

班戈县多尔格村创新发展合作社，鼓起群众“钱袋子”——

抱团发展闯新路
6月的班戈草原，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一条新修的水泥路，直通普保镇多尔格村村口；家家户户屋顶上，五星红旗迎风

招展；来来往往的车辆，打破了小村的宁静；快乐的孩子们，在村口嬉戏……
这就是从8年前全村年人均收入1400元，变为如今年人均收入1.4万元的多尔格村？这就是从全镇排名后三名的贫

穷村，变为如今排名前三名的富裕村的多尔格村？
多尔格村位于班戈县东南方向，海拔4750米，距县城20公里。6月中旬的一天，记者来到多尔格村，聆听多尔格村民发

展牧业经济合作社的脱贫故事，感受草原深处涌动的那一股股春潮，倾听那奋进新时代、奔走在小康路上的铿锵足音。

商报讯（记者 韩海兰）近日，由拉萨市设
计院主办的《青藏极地建筑文化讲坛》开讲。
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龚恺开启了讲坛第一讲
《地之缘·中国民居与乡土聚落》。

“希望讲坛的举办可以带动设计师的成
长，推动设计行业的发展。引导和吸引更多

业内人士传承和发扬本土建筑文化研究。也
希望在西藏重要项目的设计实践中运用到讲
坛上的理论，促进西藏传统建筑文化的发
展。”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藏建专委会秘书长、
拉萨市设计院西藏传统建筑研究中心特聘学
术委员会主任马扎·索南周扎说。

马扎·索南周扎介绍，拉萨市设计院西藏
传统建筑研究中心立足于西藏本土建筑历史
文化、青藏高原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青藏高
原地区生态建筑的研究。本次讲坛将围绕以
上研究方向，邀请学科带头人及学科前沿专
家和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专家等，将围

绕建筑历史文化及遗产保护、青藏高原城镇、
乡村发展振兴方向等开讲。

据介绍，《青藏极地建筑文化讲坛》计划
每年举办四次左右，具体按项目推进情况安
排。讲坛的视频资料将被转化为网络教育资
源，文字资料也将整理出版发行。

《青藏极地建筑文化讲坛》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