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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新时代基层党员，能够有幸参
加党的二十大，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这将
是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11月2日，回到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
典角村的尼吉代表，忙着整理这些天认真撰
写的宣讲提纲，以便第一时间向乡亲们传达
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典角村村委会门口，早早等候在此的
村民，身着盛装迎接尼吉的到来。

随后，尼吉与乡亲们围坐在村委会会议室
里，展开互动交流。她结合自己参加党的二十
大的感受以及十年来家乡取得的发展与变化，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声情并茂地畅谈了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所见
所闻和心得体会，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

“在人民大会堂听到国歌响起时，我的心
情特别激动，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尼吉
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我为祖

国这非凡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更深深感受到这一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这一切
都是我们伟大的党带领各族人民奋斗出来的。”

尼吉说，这几年典角村的变化非常大，村
民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从过去的石头房、土
坯房，到安居房、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再到今
天的小康新居，房子越盖越大、越盖越舒适。
村里的特色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村民的收入
一年比一年高，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
红火，这一切都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得益于
党和政府对边境地区群众的关怀关爱。

“尼吉是我们村的骄傲。通过聆听宣讲，
我们不但进一步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同
时好像亲身参加了党的二十大一般。今后，
我们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努力发展生产，过好今生幸福生活。”宣讲结
束后，村民们纷纷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尼吉表示，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在今后的工作中，她将努力当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员”、党员群众心声

“传递者”、新时代新征程“闯关者”，让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家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党的二十大代表尼吉和乡亲们交流——

道理融乡情宣讲入人心
西藏日报记者 永青 通讯员 次仁德吉

次仁顿珠、尼玛拉宗两位代表激情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落到实处
西藏日报记者 陈林 扎西顿珠

“非常荣幸近距离见到了总书记。那
天大家合影时，总书记走到西藏代表团旁，
我们都热烈鼓掌，发自内心地大喊‘总书记
好’……”尼玛拉宗代表一段简单的开场
白，立即得到阵阵掌声的热烈回应。

10月30日下午，日喀则市政府礼堂、市
中心会议室，18个县区党政会议室、204个乡
镇会议室座无虚席，通过视频连线党的二十
大代表、白朗县委书记次仁顿珠和党的二十
大代表、樟木镇雪布岗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
兼主任、合作社理事长尼玛拉宗，向日喀则市
广大党员干部分享了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感受

和体会。
虽然党的二十大已经闭幕多日，次仁

顿珠仍难掩心中激动，他说，我和尼玛拉宗
代表肩负党和人民重托参加了党的二十
大，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人民大会
堂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全场
响起了几十次持久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充
分体现了全体代表和全体共产党员、全国
各族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衷心拥护，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衷心赞
同，更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昂首阔步新时
代新征程的信心决心。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尼玛拉宗深知固
边兴边富民的重要意义，她告诉大家：“现
场聆听总书记的报告，字字句句催人奋
进。总书记讲‘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

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
民、稳边固边’，这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我们
边疆民族地区很重视，我们要积极行动起
来，团结带领群众，用勤劳双手让日子越过
越美。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守边队伍
中，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两个多小时的宣讲，次仁顿珠和尼玛拉
宗讲见闻、谈体会、聊心得，紧密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了系统透彻、深
入浅出的阐释和解读，既连“天线”又接地气，
让聆听报告的党员干部倍感振奋。

会场里，思想在交融、共识在凝聚、力量
在传递。广大党员干部边听边记边思索，纷
纷表示，通过聆听宣讲，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把握更全面，理解更深刻，往后开展工作的信
心更坚定、方向更明确、思路更清晰。

在桑珠孜区分会场，桑珠孜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达拉说：“聆听分享报告会，受益匪
浅。作为一名宣传系统干部，我们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安排，
特别是通过乡村广播系统、‘一村一群’平台，
坚持线上线下等相结合，推动党的二十大精
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康马县教育局局
长次仁顿珠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
调‘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
中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这对教育工作者
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努力将学生
培养成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林芝某部物联网（信息化）建设设计采购公告
我部油库物联网建设设计项目进行公开

竞价比选，欢迎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
一、项目名称：林芝某部物联网建设设计

采购
二、项目概况：采取竞价比选方式选取物

联网建设设计单位。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
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2.本项目的报名人必须具备国家甲级以上

（含甲级）石油化工设计行业资质的专业设计
单位，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经验和能力；

3.在藏必须具备在石化工艺设计、相应专
业人员和资金等方面能力；

4.有固定的设计场所，具备开展所需的办
公条件；

5.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良好的内部管理制度；
6.具备编制比价文件力量；
7.近3年内机构没有因违反社会、军队等

管理规定受到相关管理部门暂停资格、降级或
撤销资格的处罚；

8.近3年内机构主要负责人没有受到刑事
处罚；

9.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的其他条件；
10.对报名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

审方式。
四、报名及竞价文件发售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发售时间：2022年11月9日至11月15

日（9：30-18：00）（北京时间，包含节假日）。
（二）发售地点：西藏林芝市。
（三）发售方式：报价人指定专人现场报名

领取，接受邮寄等其他方式（邮寄仅限邮政
EMS快递，不接受其他快递，如由于疫情原因
未按时寄达，责任不在我方）。投标人领取招
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及装订成册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1份。（可以邮政EMS快
递：邮寄地址：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真巴村，接收

人：达瓦拉色，电话 18989046471，如由于疫情
原因未按时寄达，我方视为未收到）。

1.营业执照、资质资料；
2.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的不需提供）；
3.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的不需提供）；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含身份证复

印件）；
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如法定代表人

未到场需提供，含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四）竞价比选文件售价：免费。
五、报价文件递交时间、地点、方式
（一）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2年11月

22日 15时30分。
（二）递交地点：西藏林芝市。
（三）递交方式：指定专人现场递交投标文

件，接受邮寄等其他方式（邮寄仅限邮政EMS

快递，不接受其他快递，如由于疫情原因未按
时寄达，我方视为不参加竞价）。

六、竞价比选时间、竞价比选地点
（一）比选时间：2022年11月22日15时30分。
（二）比选地点：西藏林芝市。
七、本招标项目相关信息在“军队采购网”

（www.plap.cn）上发布（同步在西藏商报发布）
八、联系方式
（一）项目联系人：达瓦拉色
联系电话：18989046471、0894-5848092
传真：0894-5848294
九、监督电话
（一）上级纪检监督电话：0891-6738615
（二）上级业务部门监督电话：

0891-6738595
（三）本级纪委监督电话：
联系人：沈德胜

13164419203、0894-5848254

商报讯（记者 梁兰）黑颈鹤是世界上唯
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通常活动于海拔
3000米以上的开阔农田、河谷和湿地，属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林芝是黑颈鹤的重要栖息
地之一。据北京林业大学郭玉民教授团队跟
踪监测，10月30日以来，今年首批黑颈鹤顺
利从青海湖附近繁殖地返回林芝越冬地，迁
徙直线距离超过1100公里。

黑颈鹤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也是高
原湿地健康状况的“天然指示器”。据林芝市
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林芝
市各级林草部门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野生
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黑颈鹤等珍稀濒危物
种保护水平显著提升。据调查，每年在林芝越
冬的黑颈鹤种群数量超过600只，占我国黑颈
鹤总数的3.5%。通过卫星追踪技术了解到，
林芝黑颈鹤迁徙路线也较为特殊，相比于西藏
其他市地黑颈鹤在区内短距离迁徙的习性，林
芝境内的黑颈鹤选择“青海湖-林芝”迁徙路

线，几乎跨越整个青藏高原，是国内黑颈鹤迁
徙距离最长的线路之一。跟踪数据显示，每年
11月初黑颈鹤带着当年出生的幼鸟从青海湖
迁往林芝越冬，次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离开
林芝越冬地北迁至青海湖繁殖地。迁徙多在
气流上升明显的白天进行，迁徙速度可达100
km/h，整个迁徙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

林芝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
然保护地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
境，境内巴松湖国家森林公园、雅尼国家湿地
公园、嘎朗国家湿地公园、朱拉河国家湿地公
园等保护区域是黑颈鹤的重要越冬栖息地，
每年都吸引大批候鸟到此越冬觅食。该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林芝市林草局将持续加大野
生动物监测调查力度，依托雅尼湿地生态系
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等技术平台，不断提
升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科学化水平，逐
步构建野生动物保护科技支撑体系，切实为
黑颈鹤等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1100公里的迁徙，今年首批黑颈鹤返回林芝越冬

在林芝迁飞途中的黑颈鹤种群。图由罗大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