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记者 范泽西）“我们村有1160亩地，以
前每到农忙的时候，村里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下
地，牛拉人推，忙活一个月，才能勉强弄好。哪像
现在，4天就能干完，还不费劲。”务农20余年的米
玛看着眼前的大型农机，高兴地见牙不见眼。

拉萨市林周县甘曲镇江角村农机合作社组建
于2008年，拥有804型拖拉机11台、1204型拖拉机
4台、收割机5台等农机具共计20台。该合作社在
不改变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为村民提供三
种服务模式自主选择：农户将承包地几年或一年
出租给合作社经营，租赁款可以结算现金或粮食
由合作社交给农户。农户承包田自经营，由合作
社提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农户向合作社

交纳相应的服务费。农户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可
选择合作社为其提供部分作业环节的机械化服
务，并按市场行情交纳相应的服务费，日常田间管
理由农户自己承担。据了解，合作社从2008年至
今，共计收入80余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经营效益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江角村村党委书记旦罗告诉记者：“过去我
们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或者小型农机来耕地，这
样的话，耕地的深度不够，非常影响产量。自从
我们村合作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后就完全不用担
心这个问题了。以青稞为例，产量已经从过去
的每亩 300 多斤增产到每亩 700 多斤。村民的收
入也多了起来。”

据了解，合作社的成立不单单是让村民农田
增产，还让村民们获得了大量自由时间，能喂养牲
畜、进城务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多元化了村民
的生活。

阳光下的江角村炊烟袅袅，看着日益变好的
村子，旦罗介绍，下一步，江角村农机合作社将坚
持“民主化管理，市场化发展”的原则，努力吸收和
发展农牧民成员壮大经营规模、增强服务功能、树
立品牌意识、规范运营机制。同时，合作社将进一
步进行土地流转，科学合理地安排种植结构，有效
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今后的健康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林周县江角村农机合作社：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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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包汉文表
示，目前，我区各类“双创”载体均能够满足创
客对创业场所的基本需求，能够提供基础设
施、孵化场地等初创期服务，其中政府主导型
或合作运营型平台通过免场租、免水电费及给
予项目开办补助、固定资产投资补贴等方式，
力求降低创业成本。但针对各领域和不同层
次水平创客进行个性化、差异化服务还很稀
缺，在提供“一对一”创业辅导、提升创业能力
以及技术信息、财税法律、企业管理、市场开拓
等深度集成服务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记者了解到，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由
昌都新区管委会投资建设，昌都市科技局监
督指导，福建省第九批援藏队重点扶持，由
国内知名的创业服务机构青岛致远方略创
业服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华创
方略负责运营。

“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定位于资源的
整合平台和对接平台，以‘孵化好企业、共享
好资源’为己任，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两大核心战略目
标。”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总经理刘江友

说。历经3年多的摸索实践，通过“线上虚拟
孵化+线下实体孵化”相结合的孵化方式，孵
化器打造了“空间+服务+导师+陪跑+投资”五
位一体的孵化模式，重点构建了“一核两翼三
平台”的服务架构和“4+2”特色服务体系，可
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截至目
前，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49家，
毕业企业17家，已申请专利的在孵企业占比
34.78%，直接带动就业300多人。

“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还先后联合中
国天使投资人联盟、山东大学创业训练营、青
岛市孵化器协会等开展了三届‘两路精神’创
新创业大赛、38期‘高原创客秀’、6期‘雪域
雄鹰’创业训练营、2次‘筑梦之旅’创业扶贫、
2期双‘领军人才’山东研修班、1期创业孵化
从业人员培训班、2场双创发展高峰论坛、组
织昌都市12名创业者参加了2届中国天使投
资节等‘双创’品牌活动。”刘江友说。

包汉文表示，“双创”在雪域高原上形成了
多领域多行业的发展态势。在创业创新的队
伍中，有高校学子、巾帼英雄、退伍军人……他
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描绘着自己的事业蓝图。

我区已建成各类“双创”载体138家
均能提供基础设施、孵化场地等初创期服务

2017年印发的《西藏自治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年行动计划》，拉开了我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帷幕。近日，记者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截至目前，全区“双创”载体共有138家，其中市级“双创”载体
55家，自治区级“双创”载体35家，国家级“双创”载体18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2个。 记者 王静

“N·次元”科技企业孵化器内部环境。 图由 张兵 提供

商报讯（记者 范泽西）夏至前的林周，绿
意盎然，万木葱茏，处处呈现生机勃勃的景
象。近日，“喜迎党的二十大 美丽幸福新林
周”主题活动在拉萨市林周县政府正式启动，
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及网红在内
的二十余位媒体人齐聚一堂，将用5天时间实
地探查、亲身感受，用心听、用情记，呈现林周
县十年来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成就、典型
人物事迹。

林周，藏语意为天然形成的地方，是一处
有着丰厚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的沃土，与拉

萨相伴共生，在拉萨工作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非常重要。位于拉萨市东北部的林周县是拉
萨的粮仓，距离市区65公里，行政区域面积
4464.4平方公里，辖9乡1镇，46个行政村、户
籍人口6.4万人，共有耕地23万亩、天然草场
505万亩，是拉萨市第一产粮大县、第二牧业
大县。念青唐古拉山支脉——恰拉山横贯全
境，将林周县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部平均
海拔4200米，气候干燥，年平均气温2.9摄氏
度，以牧业生产为主；南部平均海拔3860米，
谷地开阔，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年平均气温

5.8摄氏度，主产小麦、青稞、油菜、土豆等，是
拉萨市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同时，林周县是拉萨城市“后花园”，风光
秀美、山川壮丽、人杰地灵，人文历史底蕴深
厚。全县分布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
江中游黑颈鹤国家保护区），一个国家森林公
园（热振国家森林公园），黑颈鹤、白唇鹿、赤
麻鸭、斑头雁等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神秘树
林、夏寺、林周农场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到林周度周末”品牌影响力日益提升。
此次活动，林周县作了大量工作，深入基

层一线摸底、踩点，通过老党员、第一书记的
亲身经历，“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的规划、建
设，现代农牧业产业示范园的生产运营，援藏
项目的建成落地，民族团结的生动事例等展
现林周县在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中的实践成
效，展现林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先行举措，展
现林周人民美丽幸福的新生活，展现民族团
结进步的生动实践，展现援藏工作在林周结
出的累累硕果，展现林周始终坚持“生态保护
第一”取得的现实成果，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喜迎党的二十大美丽幸福新林周”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一、项目名称：某单位信息化深化设计服
务项目

二、项目编号：2022-JWXZSZ-F4002
三、项目概况：（详见询价通知书）
四、公告时间：2022年6月21日至6月22日
五、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
（一）供应商须具有住建部门颁发的工程

设计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乙级及以
上资质及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保
密资质。

（二）供应商拟派设计项目负责人具有通
信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并有过
军队信息化建设从业经验及设计服务案例的。

（三）供应商具有信息化设计资质证明。
六、询价通知书发出时间、地点
（一）时间：截止到2022年6月24日。
（二）地点：昌都某部会议室。
（三）发出方式：采取电话报名方式，供应商

将报名短信发至项目联系人后，我部采取专人领
取或密封邮寄的方式发送询价文件。（报名供应
商需将第四条各项证明原件的扫描件及规定的
供应商其他证明材料在公告结束前发至邮箱）。

七、报价文件发出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报价文件发出截止时间：自通知书收

到次日起算，7个自然日内未发出报价文件视
为放弃参与此次询价。

（二）报价文件递交地点：同发出地点。
（三）报价方式：受疫情影响采用密封邮寄

或专人送至指定位置等方式。
八、采购机构联系方式
联系人：焦先生
电话：13518951082
地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下加卡村

经开区
昌都某部

2022年6月22日

某单位信息化深化设计服务项目询价公告

浪卡子县多却乡热玛瓦村防洪堤建设项目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实验区，项目建设内容：新建钢筋骨架铅丝石笼护坡式防洪堤2964m，新建梯形浆砌
石衬砌排洪渠321m，新建辅助建构筑物11座，以及临时工程等。项目拟占用保护区面积总计为
2.8421公顷，其中：永久用地2.5420公顷，临时用地0.3001公顷。为体现公开、公正原则，征求各利
益相关方对涉及上述自然保护区实施以上项目的意见，现予公示。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采取来信、来电和来访的方式，表达意见建议或反馈问题，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对来信来访者的姓名和单位严格保密。

公示日期：2022年6月22日—2022年6月28日。
受理电话、来信和来访地址：
联系人：胡道兵
电话：0891-6830802
传真：0891-6830802
邮箱：baohuchu1314@163.com
地址：拉萨市林廓北路22号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6月22日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公告
山南市“浪卡子县多却乡热玛瓦村防洪堤建设项目”涉及西藏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