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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古老，村庄崭新。隆子县扎日乡珞
瓦新村安卧于喜马拉雅山脚的扎日沟里，静
谧祥和。

走进珞瓦新村，只见一排排民居整齐排
列在宽阔的村道两旁，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流水潺潺，绿树成荫，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
的气息……

珞瓦新村党支部书记催成告诉记者：
“这里海拔低，气候湿润，风光宜人。我们充
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2021 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804元……”

扎日乡本就“天生丽质”，去年，全乡共
接待游客2万多人，旅游收入达60万元。为

发展乡村旅游，扎日乡党委、政府还为办民
宿的群众每户争取到了5万元扶持资金。

除了发展旅游，珞瓦新村还大力发展茶
产业。走进珞瓦新村的高山茶园，虽然下着
小雨，尼玛旦增仍在茶园里除草。尼玛旦增
经营的这个茶园是2016年投资192万元建成
的，其中政府出资25%，75%是贴息贷款。今
年初茶园遭遇雪灾，政府又出资6万元帮助
他维修，乡里还协调湖南常德的专家来进行
技术指导。

灵芝种植也是珞瓦新村增收致富的特
色产业。走进珞瓦新村灵芝种植大棚，一
株株长势喜人的灵芝映入眼帘，27岁的村
民次仁多吉正在忙碌着。次仁多吉是退伍
军人，以前，他开办养殖场，后来承包了村
里两个大棚种灵芝。指着地里试种成功的
灵芝，次仁多吉微笑着说：“1斤能卖到1200
元左右哩！”

扎日乡党委书记余志平说，扎日乡将对
现有的藏白酒加工厂、高山茶园、珞瓦新村
竹器编织加工厂项目进行提质增效、提档升

级，还将邀请相关行业专家“送培下乡”，加
大对农牧民党员、致富带头人的培训力度，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在党的惠民政策带动下，珞瓦新村村民
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衣食住行等各方
面都有了很大改善。走在村里，记者随处可
见村民脸上灿烂的笑容。

“村里的卫生室就能开药，实在太方便
了。”69岁的村民次仁卓玛说。在村里，次仁
卓玛还以一手竹编技艺而小有名气，她一天
可以编10个竹篓，一个能卖80元。三代同堂
的她，说起现在的生活，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就是“最幸福就是这样了”！

珞瓦新村村民次仁康珠经营的南赞格
桑林饭店，在村里的主干道边上，生意红
火。她告诉记者，开业一年多来，最差的时
候一天也能卖到500多元，除了藏面、甜茶，
15元一份的土豆肉丝盖饭也很受欢迎。如
果顾客提前预约的话，她还能做出100元一
份的干锅鸡。

除了卫生室、饭店，村里还建设有广场、

幼儿园、警务室、超市、菜店、茶馆、服装店等。
在基础设施日渐完善的同时，珞瓦新村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加丰富多彩。村
民索朗仓决和朋友每周五都到广场跳锅
庄。她笑着说：“在村里，我们每天都会聚
在一起跳锅庄，我们的幸福生活就像蜜一
样甜！”说完，索朗仓决邀请记者到她的家
里参观。

索朗仓决家门前的小园子里长满了菜
苗，上到二楼，客厅里摆着藏式沙发、长桌、
柜子等家具，各类家电一应俱全，头顶的水
晶吊灯格外耀眼，在扎日乡完小上学的大女
儿还有自己的专属房间，布置得温馨别致。

边走边聊中，不知不觉，已雨过天晴，顺
着余志平手指的方向看去，近处，一栋栋沿
河而建的房屋匀称而舒缓，整齐而富有民族
特色；远处，茶园里茶叶飘香，绿意盎然；珞
瓦村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美好生活
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西藏日报记者 张韬 达娃次仁 德吉卓
嘎 扎西白玛 刘枫）

边陲山村日子美
西藏日报山南采访组

不出乡不出村实现增收致富
近日，夜伴蜂声蜜蜂产业带动山南市乡

村振兴签约仪式及蜜蜂首发仪式在山南市
举行。现场，西藏夜伴蜂声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夜伴蜂声公司）负责人张
亮富与山南市7个县（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并给各县代表发放蜜蜂（箱）。

“养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我们

的收入都增加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学会
了养蜂这门技术，不出乡不出村就能增收致
富。”来自错那县觉拉乡的养蜂群众代表普
巴占堆高兴地说道。

2021年，在觉拉乡历史以来没有养蜂经
验的前提下，乡党委政府多次开展蜜蜂养
殖宣讲教育，让当地农牧民对养蜂技术有
了基础认识和认知。同时，在去年养蜂试
点中，夜伴蜂声公司不仅免费给包括普巴

占堆在内的6名报名培训的农牧民进行养
蜂技术培训，还无偿提供蜂箱，实现6人就
近就便增收。

在熟练掌握养蜂技术后，普巴占堆多
次在觉拉乡范围进行养蜂调研，发现有
70%的农牧民都会种植油菜，这给养蜂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今年，在山南市和
错那县两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夜伴蜂声
公司通过乡村振兴项目提供700箱蜂箱给
觉拉乡联村专业蜜蜂养殖合作社运营，预
计将增收60万元。

提供蜂箱、技术以及销路
2016年6月5日，张亮富带着20个蜂箱

和一顶帐篷来到西藏，扎营在山南野外的
山谷里，亲自养蜂酿蜜，一待就是5年。每
天睡在蜂箱旁，夜夜聆听蜜蜂酿蜜的声音
入睡，他把这些美妙的声音录了下来，在
2020年做成了中国第一首蜜蜂酿蜜声音做
成的音乐，取名《夜伴蜂声》，这是夜伴蜂声
品牌的来历。

夜伴蜂声公司扎根山南7年，致力于发
展高原特色蜜蜂养殖，立志将西藏蜂蜜打造
成世界级品牌，主要产品包括西藏野花蜂
蜜、西藏野花蜂王浆、西藏蜂蜜面膜。公司
还建立有占地200亩的西藏蜜蜂文化主题生
态体验园，集蜜蜂文化体验、蜂巢特色民宿、
科普研学及乡村旅游、文化旅游为一体，总
投资约2000万元。

同时，作为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和
乃东区招商引资企业，2021年，张亮富与山
南市乃东区、错那县、措美县合作，试点老百
姓养蜂34户，提供蜂箱、技术以及销路，户均
增收1-2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实现智慧化养蜂达到500群
张亮富告诉记者，今年，他将完成夜伴

蜂声蜜蜂文化主题生态体验园国家3A级
景区创建、山南市级研学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打造，并与乃东区、错那县、浪卡子县、
曲松县、扎囊县、琼结县、桑日县 7 个县
（区）开展全面合作，共计投放蜜蜂 2000
箱，建设 64 个养蜂点，预计产值 3200 万
元，给村民分红预计200余万元，带动村民
就业约800-1000户。

对于未来，张亮富也有着自己清晰的规
划。他告诉记者，未来3-5年，他将打造针
对7个县（区）的蜂蜜产品包装一套，成为山
南特色旅游商品。利用3-5年时间在山南
市打造一个蜂蜜现代化工厂、一个现代化
科研基地、一套完整的销售体系以及500余
个养蜂基地。

同时，将蜜蜂养殖发展到山南市12个县
适宜养蜂的区域，总规模达到10000箱，总产
量突破300吨，总产值突破1.6亿元。带动当
地农牧民4000-5000户，分红预计1000余万
元。实现智慧化养蜂达到500群，通过大数
据制定出西藏蜂蜜生产标准。

觉拉乡：养蜂产业让村民过上甜蜜生活
未来将建成蜜蜂文化主题生态体验园

近日，夜伴蜂声蜜蜂产业带动山南市乡村振兴签约仪式及蜜蜂首发仪
式在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举行。此次活动以“乡村振兴、守家卫国、甜美生
活”为主题，旨在发展蜜蜂养殖产业、推动山南市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实现居民安居乐业。 文/记者 次吉 图/记者 阿旺尼玛

签约仪式现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分销产品装卸服务项目公开竞争性磋商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分销产品装卸服
务项目采取公开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公开邀请具备资质的供
应商参加磋商。

1、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分销

产品装卸服务项目
采购人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采购人地址：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2、采购内容：
2.1该项目需购置西藏邮政分销产品的装卸服务，项目预

算25.00万元，该费用为预估数，据实结算。
3、采购方式：公开竞争性磋商
4、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4.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业，营业范围包含装卸、搬运服务、劳务服务或类似的经营

范围，征信平台无不良信息记录。
4.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主管部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照及财务结算凭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资金垫付能力和履行合同
能力，近三年无不良记录。

4.3本项目不接受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单位
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磋商。

4.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
5、磋商文件的获取
5.1领取时间：2022年5月30日起至2021年6月1日止，每

天9：00-12：30、15：30-18：30（北京时间）。
5.2领取地点：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采购中心（拉萨市北京中路33号）。
5.3获取文件需提供以下资料：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等相关资质文
件（以上资料均需复印件加盖公章）。

6、递交响应文件及磋商时间、磋商地点
6.1递交响应文件时间：2022年6月8日10：00（北京时间）
6.2磋商地点：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局务会议室（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6.3磋商时间：另行通知
7、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鲁女士
电话：0891-6241229
电子邮箱：2772261930@qq.com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采购公告在中国邮政官方网站（www.chinapost.com.

cn）和西藏商报上发布采购公告，其他媒体转载无效。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