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守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
千山，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要努力把青藏
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我区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了治理风沙，山南市大力推进防沙治沙、

植树造林工程建设，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万人万亩”义务植树的良好氛围，谱写了一段段
植树护绿、“绿进沙退”的动人故事。目前，在雅
鲁藏布江沿岸累计造林 4500 多万株，筑就了一
条长达160公里的绿色长廊。

从40年前的“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
见家”，到如今的青杨、藏沙蒿、沙蓬等植物簇新
吐绿，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性增长，农牧民通
过草原、动物、河湖治理和旅游业吃上了“生态
饭”。身处其间，能够清晰感受到，雅江两岸的绿
色生态、城乡居民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善以及绿色
长廊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美好希望。

守护好青藏高原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记者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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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综合写字楼F、G座建设项目EPC总承包泡沫混凝土采购
（含安装）（三次）竞争性谈判公告

圣城综合写字楼F、G座建设项目EPC总承包泡沫混凝土采购（含安装）（三次）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欢迎社会各潜在投标人前来报名在西藏鲲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418办公室获取采购文件，

并于2023年11月16日16时0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1 项目名称：圣城综合写字楼F、G座建设项目EPC总承包泡沫混凝土采购（含安装）（三次）；

1.2 项目编号：THT-ZB-CG231001；

1.3标段划分及采购范围：本项目共划分为一个标段，采购范围为：泡沫混凝土；

1.4交货地点：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1.5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自筹资金，已落实；

1.6最高限价：550988.49元（大写：伍拾伍万零玖佰捌拾捌元肆角玖分）；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参加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包含相关经营范围；

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及其他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形；投标人须提供企业网查截图，包含企业基本信息、工商信息、股东

信息，主要人员的相关截图，可在（“企查查”网（https://www.qcc.com/）或“天眼查”网（https://www.

tianyancha.com/））等网站内查询。（以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期间，

在上述网址的网页查询结果为准）；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3年11月6日10时00分至2023年11月10日18 时00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西藏鲲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418办公室

方式：现场购买，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携带营业执照、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仅授权代理人报名提供，委托人参与投标的须提供近半年任意一

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承诺书。

售价：850.00元
四、响应文件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11月16日16时00分，提交西藏鲲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16开标室。逾

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五、开标
本项目的开标将于上述投标截止的同一时间在西藏鲲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16开标室进行，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

六、发布媒介
本公告在《拉萨市城投采购电子商务云平台》《西藏商报》上发布。

七、其他补充事宜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5个工作日。

八、联系方式
采购人：西藏二建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109号

采购代理机构：西藏华信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城关区当热中路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方式：13419344951

西藏华信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 6日

共植绿色希望
位于扎囊县境内的桑耶镇桑耶社区，是

受风沙影响严重的地方之一。
今年57岁的桑耶社区居委会老支书索

朗次仁，从小生活在这里，对风沙有着深刻
的记忆。他告诉记者：“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整个村庄都看不到几棵树，只记得漫天的风
沙吹到家门口，厚厚的一层沙，怎么也打扫
不干净。”

风沙的侵袭，已经严重影响到村庄百姓
的生活。

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山南市
林业部门采取修筑“丁字坝”、大苗深栽等办
法，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沙滩上进行试验性
造林。雅鲁藏布江防护林建设初期，以义务
植树和林业部门补助性造林为主，之后以

“一江两河”、拉萨周边造林、重点区域生态
公益林建设工程、西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建设工程、退耕还林等工程和义务植树等
多种途径和形式造林。

在自治区、山南市的部署下，“十四五”
以来，扎囊县通过植树造林和落实林业生态
补偿政策，投资1亿多元，实施营造林先造后
补、天然林保护、荒漠化综合治理、封山育
林、退化草原修复等项目，及乡村“四旁”植
树、造林补贴、森林抚育、林草间种、退耕还
林、义务植树等，完成国土绿化14.4万余亩。

望着村庄周围的千亩林廊，索朗次仁高
兴地说：“种树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子
孙后代。现在环境变好了，空气很清新。”

共护绿色生态
今年3月，扎囊县组织800余名干部职

工在雅江沿岸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划定好
的栽植区域合力栽下583亩“新绿”。

三分造，七分管。“这片刚刚种上的树林，
我们设置了3个护林岗位，采购苗木，建设机
井、浇灌等附属设备花费300多万元。”扎囊县
林草局副局长顿珠次仁介绍，近年来，扎囊县一
体化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设立护
林员、沙化员、湿地员、野保员等生态岗位，明确
责任分工，让很多村民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达娃平措是今年刚上任的2023年义务植树
管护人员，主要负责巡护林地、浇水灌溉等任务。
他说：“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我基本都待在林子
里，以便发现隐患能够及时处理、及时上报。”

为了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和蔓延，
今年，扎囊县组织工作人员随机挑选苗圃，
开展产地检疫、育苗指导等工作，共检疫苗
木8000余万株；及时有效开展2022年冬季
防治面积1.8万余亩及2023年春季防治面积
3.18万余亩，及时兑现防治资金，发放药剂
100多箱，为保护好县域森林资源、有效防控
林木病虫害的发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植绿护绿方面，扎囊县建立完善林长工
作党政同责、部门协调、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
制定印发《扎囊县2023年林长制工作重点》，进
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工作职责、主要任务和实施
步骤。目前，设立县乡村三级林长362名，县乡
村三级林长体系初步建立，全民爱绿行动体制
机制已初步实现，形成了山有人管、林有人造、
树有人护、责有人担的良好局面。

种一片，绿一片。如今，扎囊县境内的
雅江北岸，绿树成荫，草木萋萋。

共享绿色效益
开车行驶在扎囊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

两岸，可以看到不少现代化苗圃培育基地，
其中就有藏草公司建设的藏草万亩植物种
苗繁育基地。基地里，各类花卉苗木郁郁葱
葱、种类繁多。

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田春雨介绍，公司于
2017年开始在雅鲁藏布江沿岸进行绿化造林，
目前在雅江沿岸拥有8200亩育苗基地和1.3万
亩绿化造林项目。2019年以来，以土地流转、
提供就业岗位等方式，带动当地百姓增收。

一直以来，扎囊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着力提高产业含“绿”量含“金”量，大力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和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绿色生
态产业。

目前，扎囊县依托雅江中游“百里生态
走廊”建设，积极引进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

蒙草集团、江雅生物、绿之源、西普农业、戈
壁田园等；新增苹果、花椒、侧柏、车厘子等
经济林面积1.34万亩，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
势；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建设，强巴林20兆瓦
光伏、民信20兆瓦光伏发电站已建成投产，
清洁能源产业园项目基地已启动。

产业发展了，生态变好了，百姓的腰包
也鼓起来了。“来公司之前，我一直在外地
打工，现在在这里每个月有四五千元收入，
不仅工作离家近，还能为保护生态环境贡
献力量。”吾更曲珍已经在藏草公司工作六
七年了，现在基本掌握了各种花卉的种植
技术。

黄沙远去，草木丛生，野生动物越来越多
……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扎
囊县雅江北岸的绿色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扎囊县科学防沙治沙，持续筑牢绿色屏障——

共绘“绿进沙退”生态画卷
西藏日报记者 史金茹 胡荣国 张琪 丹增平措 狄碎虎 赵越

当地村民在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植树。西藏日报记者 狄碎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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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囊县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平均海拔3680米。因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每到冬春季节，河谷地
带风力强劲，扬起河边漫天的细沙。“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家。”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扎囊县饱受风沙
侵蚀的真实写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扎囊县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和防风固沙工作。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扎囊县境内的雅江两岸
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续“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续“双减少”，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原先饱受风沙侵害的江北逐步成为一道环目皆绿的靓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