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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辆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受谢通门县财政局的委托，依法对5台车辆（不含车牌）进行整体公开二次拍卖，起拍

价为11.59万元。

拍卖标的的有关资料可到本公司咨询。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交付10万元竞买

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卖成交后需交纳5万元过户保证金，并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户手
续，超时每日扣除500元过户保证金。

车辆过户一切事宜，竞买人须事先自行向相关部门咨询，过户手续及费用由买方自行承担。
拍卖车辆以现状为准，车辆无法过户的一切风险、违章、证照不齐、脱审、保险逾期、无法启动、零部
件缺失等均由买方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

交纳竞买保证金及报名时间地点：2023年10月14日至10月15日15：00在日喀则市瑞雪拍卖
有限公司。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10月15日15：00，在谢通门县公安局院内。
拍卖时间地点：2023年10月16日15：30在谢通门县公安局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18208071531 13908920198

日喀则市瑞雪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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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

藏D0381警

藏D0276警

藏D0376警

藏D0795警

藏D0800警

品牌

猎豹

猎豹

猎豹

猎豹

猎豹

登记日期

2015.7.22

2011.8.24

2015.7.22

2015.7.22

2015.7.22

行驶里程（万公里）

4.84

24.02

9.81

6.60

10.32

价格(万元)

2.77

1.13

2.52

2.68

2.49

民生领域支出209.47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8.45%

今年1-8月，拉萨市税收收入完成64.33
亿元，同比增长49.36%，税收收入占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7.86%，三大主体税种继
续呈两升一降态势，共实现税收52.93亿元，
占税收总额的82.28%。非税收入完成8.89
亿元，同比增长44.6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14.89亿元，同比增长20.39%。发布会上，
拉萨市财政局预算科副科长李鑫就拉萨财
政在民生领域开展的具体工作进行了介绍，

“拉萨市财政局切实加大改善民生力度，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取向，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在民生领域支出209.47亿元，占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78.45%。”

今年，拉萨财政大力支持“三农”发展，
落实涉农统筹整合资金17.89亿元，支持各县
（区）、园区152个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宜居
宜业和美村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建

设。落实现代农牧业发展专项资金3.22亿
元，大力支持净土健康及重点产业、家庭农
（牧）场发展。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1.01
亿元，覆盖青稞、小麦、牛、羊、能繁母猪、大
棚蔬菜、藏鸡等种养殖业。落实惠民惠农政
策性补贴资金4.56亿元，促进全市农牧民群
众稳步增收。

支持教科文卫事业发展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李鑫介绍，拉萨今年已落实资金46.6亿
元，用于保障教师工资、教育“三包”、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等各项教育工作。安
排资金0.27亿元，用于支持科技事业发展。
安排资金1.14亿元，用于支持文化产业、文广
事业、旅游发展。落实医疗卫生保障资金
14.67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标准
提高到年人均115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财政补助标准年人均707.5元，高于自治区补
助标准62.5元。

今年，拉萨市用于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和

救助、扶残助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和基本
养老保险补助等资金已落实5.49亿元，惠及
63万余人次。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分别达到
月人均974元、年人均5340元，孤儿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达到月人均1231元，基础养老金
待遇标准月人均230元。社会保障水平稳步
提升的同时，坚持就业优先导向，落实就业
创业资金5.32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三支一扶人员、大学生村（居）科技专干、
医务人员、农业农村工作专员和乡村幼教等
人员待遇保障，职业技能提升，城镇失业人
员、农牧民和困难群体多渠道市场就业等。

挖掘潜力拓宽财源
加大重点领域保障力度

拉萨市财政管理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已取
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两个建立（建立财
政支出奖惩机制、建立财政支出定额标准体
系）的指引下，形成了正向的激励导向，不仅
加快了预算执行进度，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和效率，还推进了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持续

性，财政资金配置效率有效提高。在深化法
检两院财物统管改革，有力促进法检两院财
物管理体制清晰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行
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明确各单位公务
用车编制、配备以及经费管理等，公务用车更
加规范化制度化。在欠薪引发的农民工劳资
纠纷问题上，进一步完善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
益。财政总会计制度改革的顺利完成，实现
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双基础”、预算会
计和财务会计“双功能”、决算报告和财务报
告“双报告”，夯实了财政管理基础。“下一步，
我们将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挖掘潜力拓宽财
源，多措并举狠抓收入，在稳增长、促投资、补
短板、惠民生上加大投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财力保障。狠抓财政支出，优化支
出结构，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就业和社会
保障、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重点
领域的保障力度，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
效。”拉萨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格桑达
娃在发布会上表示。

商报讯（记者 谭瑞华 实习记者 旦增玉
珍）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中央财政支
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昌都市入选，
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5000万元。

近年来，中央财政持续加大普惠金融支
持力度。2022年起，在总结财政支持深化民
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奖补政策基础上，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组织实施中

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
探索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模式，切实
引导普惠金融服务增量、扩面、降费、增效，
促进形成普惠金融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2019年至2022年，在自治区财政、人民
银行、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日喀
则市、拉萨市城关区、林芝市先后入选支持
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
点城市，山南市入选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

累计获得普惠金融专项资金2亿元。专项资
金的下达，推动林芝市、山南市设立了辖区
首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促进各地不断建
立健全融资担保体系，资金统筹用于支小支
农贷款贴息、支小支农贷款风险补偿以及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降费奖补、资本
金补充、风险补充等方面，有效解决了我区
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
改善我区融资环境、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

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农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将结合财政部新
修订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我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制度。同时，继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政策
联动，推动财政金融政策形成合力，切实发
挥奖补资金引导激励作用，为推动我区普惠
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商报讯（通讯员 刘步阳 李恩惠 记者 张
雪芳）近日，雅安至叶城国家高速公路拉萨
至日喀则机场段公路（简称拉日高速公路）
最长隧道——帕当山隧道全线贯通，标志着
拉日高速公路建设再次取得重大进展。

帕当山隧道是拉日高速公路二期工程
（中间段）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由中铁二十
一局承建，隧道平均海拔3760米，左线全长
4587米、右线全长4573米，是拉日高速公路
最长的隧道。从雅鲁藏布江右岸山坡下部
穿过，施工位置处于青藏高原中南部高山峡
谷地貌区，区内岩体大多较破碎，施工中面
临的主要地质难题包括隧道进出口斜坡坍
塌落石、隧道偏压、河谷卸荷、地热等，同时，
隧道进口沟道还存在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建
设难度较大。

帕当山隧道建设采用进口和出口两端
同时掘进的方式推进。施工过程中，受地质
条件影响，建设者遇到了浅埋、涌水、偏压破
坏等“拦路虎”。在破碎带施工中，采用地质
雷达、电磁瞬变及超前探孔相互印证的先进
技术和工艺，准确掌握了掌子面前方地质围

岩情况，从而合理安排爆破，并有效加强了
支护变形监控等。在攻坚克难中，工程指挥
部和建设单位以现代管理理念、先进技术、
施工工艺和过硬作风，确保了帕当山隧道顺
利贯通。

据悉，正在全面推进建设的拉日高速公
路二期工程（中间段）全长91.108公里，桥隧
比高达71.64%，帕当山隧道的贯通为拉日高
速公路全线如期完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虽
值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各参建单位坚守岗
位加班加点，抢抓宝贵施工季全力推进各标
段工程进度。拉日高速公路是西藏自治区
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中的一部分，也是

“一带一路”倡议中面向尼泊尔等周边国家
的纽带。

拉日高速公路通车后，将成为拉萨通
向西藏西部地区的重要大通道，同时也将
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提高道路运输
能力和行车安全性，使国家综合运输通道
得到完善，为促进“一圈两翼”城镇建设，
完善以拉萨为核心3小时经济圈作出积极
贡献。

1至8月拉萨的钱花在了这些地方
近日，拉萨市财政局就1-8月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8月，

拉萨市财政收入88.11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0.72%，同比增长43.07%；财政支出277.48亿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55.23%，同比增长13.46%。 记者 谭瑞华 实习记者 旦增玉珍

拉日高速公路最长隧道贯通

帕当山隧道全线贯通。图由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供

昌都市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5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