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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日普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勘察设计全一标段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XZHXHZB-2022006

1.招标条件

甲日普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由拉萨市财政局以拉财农指

字〔2022〕9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西藏空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招标文件已至拉萨市水利局备案，备案号为 LSS

LZ2022-19，建设资金来自财政专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西藏空港新区甲竹林镇甲日普村；

2.2项目概况：对甲日普水库除险加固；

2.3招标范围：本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初步设计报

告编制、招标图设计（含工程清单和预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及

施工过程中的现场服务；

2.4勘察设计服务期限：自勘察设计合同签订之日至工程

竣工验收为止，（合同签订60日历天内供图）；

2.5标段划分：本项目为全一标段；

2.6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财政专项资金，已落实；

2.7工程质量要求：勘察设计深度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现行建设标准规范规定的深度要求，并通过审批。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部门或住建部门颁

发的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丙级（含丙级）及以上资质、工程勘察

岩土工程专业乙级（含乙级）及以上资质，近三年内具有类似

勘察设计业绩，并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

力。

3.2投标人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企业信息完整度

应达到85%及以上，提供网络截图。

3.3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

文件。

4.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给

予或不给予）经济补偿。

5.关注项目

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2022年6月24日至2022

年6月30日，登录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lasa.

gov.cn）电子交易系统报名并下载招标文件。

6.招标文件的获取

6.1获取时间：2022年6月24日至2022年6月30日。

6.2获取方式：潜在投标人须登录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lasa.gov.cn）电子交易系统下载招标文件。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2年7月19日10时00分，地点为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中心西侧）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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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开标地点：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西

藏商报》、《西藏自治区水利网》、《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

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西藏空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空港新区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方式：15984183322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恒鑫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江苏大道江冲路世邦首座10-4

联系人：梁先生

联系方式：18881263939

2022年6月24日

据悉，该示范园的东区为牦牛繁育基
地，占地面积两万余亩，于2019年2月投入
运营，其中设施农业用地180亩、放牧草场2
万亩。功能区分为牦牛繁育牛舍、特需牛
舍、饲草料仓储配料厂房等。林周县立足
实际，认真研究种草养畜，大力实施以科技
为引领、以农牧结合为突破口、以林周格桑
塘现代农牧示范园区为基地，集“饲草种植
—牦牛繁育—科学养殖”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牦牛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做大做强做优
林周牦牛饲草产业，聚合“良种、设施、营
养、技术、模式”等创新要素，初步完成林周
县牦牛选育场基地改造提升，能繁帕林（品
系）优质牦牛存栏达350头；格桑塘牦牛繁
育基地改造提升，牦牛存栏达3199头。

西区主要发展奶牛养殖、牦牛短期育
肥、饲草料加工及办公生活区，占地547亩，
于2019年8月投入运营，功能区分为管理服
务区、饲草加工区、健康养殖区、饲草种植
示范区、粪污处理区、绿化防护区等，现存

栏奶牛303头、牦牛157头。
来到牦牛的养殖棚，朱彦宾向记者介

绍道：“我们这里的牦牛会定期接种各类疫
苗，做好防护工作，避免寄生虫感染。饲料
除了牧草之外，我们还会根据牦牛不同阶
段的需求，比如牛犊时期的生长需求、母牛
产仔时期的营养需求等等，进行不同的配
比，最大程度地保证牦牛的各阶段生长需
求。在充沛的营养支持下，相比传统养殖
牛犊需要1年半左右才能断奶的情况，园内
的牛犊只要4个月就能成功断奶。”

据了解，示范园现有职工75人（含饲料
加工厂），其中本地大学生就业16人、本地
农牧民转移就业39人。在区市县政府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帮助下，示范园积极寻
求自身发展，努力拓宽相关业务并紧密配
合自治区产业发展项目推进。目前业务涵
盖牦牛纯种扩繁与推广、奶牛养殖及奶鲜
销售、黑白花种公牛推广销售、牦牛短期育
肥及牦牛肉销售、有机肥生产及销售等多

个方面。
随着牦牛存栏规模增加、奶牛养殖逐

步走上正轨，示范园拟将对养殖产业进行
新的调整布局，以牦牛繁育为抓手，短期育

肥为突破口，打造精细化细分市场，创建林
周特色养殖和生态示范产业园，力争三年
内把格桑塘建设成为全市乃至全区的优秀
现代化养殖示范园。

百万吨肉百万吨奶这个园区有了新目标
林周县将打造全区优秀现代化养殖示范园

拉萨市林周县格桑塘农牧产业示范园位于林周县松盘乡松盘村，由江苏省对口援建，分为东区和西区，总投资
1.5亿元，是西藏首个全产业链的综合性农牧示范园区。“我们致力于使园区的牦牛产量能够达到百万吨肉、百万吨
奶，为林周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自治区农科院挂职林周县副县长朱彦宾说。 文/图 记者 范泽西

“菜收到啦，很新鲜，50几块钱能买那么
多，真棒。”这是西藏“三农”主播阿佳旺姆抖
音号下面的留言。

“叫菜贩子过来收，他们是整棚说价，价
格却又很低。为了让合作社老百姓收益更
高，我和阿佳旺姆一拍即合，直播卖菜。”达
孜区麦之穗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次仁曲珍介绍说。

阿佳旺姆原名白玛翁姆，祖籍四川康定，
因家庭困难大三时肄业进藏，并在拉萨定居。

“来拉萨之后，我先后干过餐馆服务员、
酒店保洁等。我给你说，那家饭店的菜是真
的好吃。”阿佳旺姆说起自己那段经历，乐呵
呵地向记者传授起了“经验”。

风风火火、乐观豪爽的性格是阿佳旺姆

给人的第一印象，真诚、接地气是她的“流量
密码”。

“刚上手直播带货的时候并非一帆风
顺，时常苦于直播间没有人气，也曾为自己
创业的决定感到后悔，幸亏坚持了下来。”阿
佳旺姆笑着说。

尽管也想过放弃，最终，阿佳旺姆反而
更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从选品、介绍、发货、
售后等，每一个环节她都亲自上阵。2019年
到2020年，不到两年时间，阿佳旺姆已经成
为拉萨小有名气的带货主播，并建立了自己
的小团队。

去年，阿佳旺姆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
本地农特产品销售上。她辗转各个合作社，
通过直播，将农特产品销往区内外，逐渐成
为了一名“三农”主播。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光都在牧区度过，阿
佳旺姆在直播售卖西藏特色农产品时更加
如鱼得水。“年初卖卡塞的时候，太熟悉了，
根本不用准备台词，随口就介绍了。”阿佳旺

姆说。今年1月的26天里，阿佳旺姆就帮拉
萨市达孜区金麦穗合作社销售了1.5万公斤
的卡塞，带动57户群众户均增收6900元。

“因为当时没有谈下来快递，我们和合
作社人分片区，两三个人一组，自己去那曲、
日喀则、林芝等地送货。先跟顾客们定一个
提货点，然后他们来自提。”阿佳旺姆回忆起
那段时光。

今年2月，拉萨市达孜区净土公司为了
拓展新的销售渠道，主动联系了阿佳旺姆，
尝试将本地的藏鸡蛋通过直播销售出去。
没想到两天就卖出了5万多枚。

“直播带货真的太快了，真是帮我们大忙
了！我们再也不担心蔬菜的销路了。”在拉萨市
达孜区麦之穗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采
摘现场，望着装满蔬菜的邮车驶离合作社，合作
社负责人次仁曲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今年4月到6月初，“阿佳旺姆”已经帮
助达孜区麦之穗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卖出近28吨蔬菜。

阿佳旺姆的直播间叫“高原小卖部”。
“就和直播间的名字一样，小卖部不是大超
市大商场，但在这个小卖部里有我们每个乡
出产的东西，我真心地希望在西藏各个乡镇
都有一个这样的线上小卖部，能把本地的产
品推介出去，为推介家乡的特色产品贡献力
量。”阿佳旺姆说。

阿佳旺姆的直播间，常常设在大棚里或
种满上海青的田间。在那里，她就是那个充
满自信、泼辣能干的农村阿佳。

“很多网友说我接地气，我本来就在地
上。”阿佳旺姆很喜欢网友这样评价她，“人
不能忘掉初心，我有今天的好日子，包括我
的直播事业渐渐有了起色，都离不开党的惠
农助农好政策，不能忘掉这个根本。”

“今年我们计划去工布江达县卖藏香
猪，朗县的辣椒也在洽谈中，还想将达孜农
户散养的鸡蛋收集起来统一售卖……谈成
后就会抓紧时间上架，你们一定要来买啊。”
在采访最后，阿佳旺姆对记者笑着说。

西藏日报记者 李梅英

“为推介家乡的特色产品贡献力量”
——“三农”主播阿佳旺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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