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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绿水青山
“我们站是守护原始森林的第一站，这个

口子必须守好。”林芝市米林县丹娘乡鲁霞沟
管护站生态护林员白玛次仁说，他每天都要
巡山，防止有人偷采偷伐。

今年73岁的白玛次仁一辈子都生活在
丹娘乡鲁霞村。他和另一位69岁的护林员
索朗次仁长年守在鲁霞沟沟口。那里大片的
原始森林内生长着雪莲花、云杉等珍贵植物
和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护林员，虽然不是什么官，但责任不小。
工作伊始，白玛次仁就认真细致地调查了解
山情、林情和民情，坚持每天巡山查林，跑遍
了辖区的每一条山梁、每一道山沟、每一片林
地，地理位置、林木种类等都熟记于心。

“自从当了护林员，他每年平均要穿坏五
六双鞋子，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白玛次仁的
妻子巴吉说，“但家人还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

为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白玛次仁和同事
通过耐心细致地走访宣传，使群众爱林护林
和保护生态的意识不断提高，在鲁霞村形成
了森林资源严禁破坏、护林防火、警钟长鸣的

浓厚氛围，为护林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群众基础。

由于海拔相对较低并处于青藏高原的水
汽通道处，林芝市的森林资源丰富。为守护
好藏东南这抹“绿色哈达”，林芝市不仅采取
最严格的环保措施，也充分调动各方面尤其
是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共建良好生态、共
享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长效机制。

在林芝，像白玛次仁这样的专职护林员
还有3000多人，另有群众护林员12万余人。

生态环境更美了
“这里景色好、环境好，是我最爱来的地方，

每天早晚都要溜达几圈。”市民卓玛感慨地说。
林芝市建成的以生态、休闲、水景环境为特色的
工布公园，已成为市民日常游憩的好去处。

“过去的一年，林芝投入大量资金，从道
路硬化、路灯亮化、市容绿化等几个方面，不
断完善公共设施服务，城市品质升级了，市民
有了更多幸福感。”林芝市城管部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近年来，林芝市以“绿色”思维、

“绿色”理念倡导和践行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使共建生态文明、共

享生态红利成为全社会共识。
为全力构建更加安全的生态屏障，林芝

市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衔接与管控，建立健全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管体系，完善国土空间
管理绩效考核机制。谋划实施好尼洋河与雅
鲁藏布江林芝段等生态保护与建设重大项
目。同时，严格执行河湖长制和常态化巡河
巡湖制度，推动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当下，林芝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蓝天白云
绿地已成为林芝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共享生态红利
墨脱县墨脱镇亚东村，曾因自然条件恶

劣、生产资料匮乏、交通不便等原因，村民生
活艰苦。近年来，随着墨脱公路通车以及当
地通讯条件的改善，生态旅游开始在当地兴
起。村民曲珍就是借着这股东风做起了家庭
旅馆生意，如今她家的年收入由以前的不足
万元增长到如今的20多万元。“生态旅游的
兴起，让我们家摆脱了靠天吃饭的日子，生活
更是一天比一天富裕。”曲珍说。

发展生态旅游业受益的不只是亚东村村
民。随着近年来林芝机场扩容、拉林铁路通

车、拉林高等级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制约
林芝发展生态旅游的瓶颈问题进一步解决，
一大批昔日的贫困山村阔步走上小康路。

在波密县扎木镇，仿野生藏天麻种植面
积已达 1653亩，藏天麻产业园里“公司+科
研+市场+专业种植户”的产业链模式也日趋
完善，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65万余元，受
益农牧民群众近3000人。

“每天有200元的务工收入，加上亩均
1100元的土地流转费，日子是越过越好。”扎
木镇东若村村民多吉益西在藏天麻产业园里
一边刨天麻，一边算着收入账。

海拔低、气候好、生态佳、资源多，林芝本就
有发展林下资源的天然禀赋，如今更是沿着生态
化生产的道路，大力发展茶叶、林果、蔬菜等高原
特色农牧产业，易贡的茶叶、米林的苹果、察隅的
猕猴桃、巴宜的蔬菜……林芝的高原特色农牧产
业渐成规模。截至目前，林芝累计种植特色林果
28.1万亩、蔬菜3.9万亩、藏药材1.6万余亩。

今天的林芝，山川秀美焕发新颜，绿色发
展充满活力，由内而外显露生机。绿色循环
低碳成为发展常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我区首次拍摄到菲氏麂清晰影像
商报讯（记者 王静）5月 18日，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日，自治区林业

调查规划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对布设于墨脱县境内的红外线相机数据整理中，发现
拍摄到了菲氏麂的清晰影像。

菲氏麂属鹿科、麂属动物，栖息于落叶阔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灌丛间，多单独
活动，杂食动物，多以耐阴性草本植物及灌木嫩叶为食，喜食青苔和蕨类植物。
以草本植物和树叶、树皮、蘑菇、水果为食，甚至可能以鸟卵、幼鸟和小型哺乳动
物为食。

1982至1983年，我国首次在西藏林芝市获得菲氏麂的标本。据介绍，菲氏麂
活体实景照片罕见，该物种在野外的分布、种群数量及现存状态尚不完全清楚。

据了解，此次研究人员通过对布设在墨脱县的201个相机点位影像素材的整理，
共收集麂属动物清晰可甄别相片1210张，并发现了菲氏麂的清晰活动影像。这也是
在获得菲氏麂标本的近四十年后，我区首次获得的清晰的菲氏麂活动影像。

“这一发现有助于厘清菲氏麂及麂属物种的分类关系，也印证了雅鲁藏布大
峡谷地区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自治区林草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资源管理处处长
张家平说。

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生态红利成为林芝社会共识

美丽生态“领跑”绿色发展
西藏日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五月的林芝大地，晴空万里，湛蓝色的天空镶嵌着片片白云，和煦的阳
光夹杂着徐徐凉风；行走在林芝，河流湖畔清水流淌、微波荡漾……

近年来，林芝市委、市政府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进一步压紧压实各部门职责，不断建强生态保护机制，推进生态保护工
作，全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础。

西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项目
初步设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GXTC-D5-22270068

国信（西藏）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

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对西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

管和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项目初步设计进行

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西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监测预

警（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项目初步设计

2、招标范围：西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监测预

警（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项目初步设计。

3、预算金额：64.62万元

4、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一个标段；

5、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国家资金，已落实；

6、建设地点：拉萨市；

7、设计周期：30个日历天；

8、质量要求：合格、达到国家验收标准，符合招标人要求。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能力的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2、投标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

标人提供2022年以来连续3个月的社保及纳税凭证）

3、应遵守有关的中国法律和法规，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

4、近三年（2019年1月至今）以来类似工程项目业绩的中标

通知书或合同(不少于1个项目)。

5、提供近一年（2021年）经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

务会计报表（如投标截止前尚未获得经审计的2021年财务会计

报表，则提供经审计的2020年财务会计报表）。

6、存在关联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关
联关系包含以下情况：

①与本企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企业；

②与本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企业。

7、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电子通信广电行业（有线通信、无

线通信）专业甲级或以上的设计资质证书。

8、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与本项目相关的工程师资格证。

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5月20日至2022年5月

26日（每日上午9：30至13：00，15：30至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到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持单位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单位介绍信或授权书、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资格

条件要求的所有材料装订成册（均需加盖单位鲜章）后购买招标

文件。

2、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850元，售后不退。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2年6月16日11时00分；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后递交投标文件的，将视为弃标，其后果

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投标文件递交和开标地点：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06开标室。

五、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公告在《西藏商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西

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六、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康昂东路1-2号

联系方式：曲措 0891-6331280

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国信（西藏）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07号城投房产大厦7楼（中国人民

保险楼上）

联系人：向仕娟

联系电话：0891-6866496。18680773654

传真：0891-6866496
国信（西藏）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