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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包怎么卖？”“这个木碗可以便宜一
点吗？”在阿里地区普兰口岸唐嘎边贸市场
里，来自广东的游客张涛正在尼泊尔商户贡
桑木碗批发店内询问商品的价格。他告诉记
者：“来了普兰，肯定要到边贸市场逛逛，这里
的商品价格实惠，也很有尼泊尔特色，我准备
买一些带回去当作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普兰县位于中国和印度、尼泊尔三国交
界处，拥有国家一类通商口岸普兰口岸，是西
藏自治区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之一。据记
载，普兰县民间边境贸易已有 500 年的历
史。自1995年以来，普兰唐嘎边贸市场经历
了几次规模化建设，市场设施条件和营商环
境极大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商人
来这里经商创业。

2022年7月，尼泊尔商人次仁普布搬进
了普兰唐嘎边贸市场，在一间14平方米的门
面内，出售尼泊尔手工毛衣、披肩、木碗等特
色产品。今年，随着旅游旺季的来临，次仁普
布的营业收入持续增加，生意越做越红火。

“今年6月至8月，游客很多，店里的生意

也很好，每天收入都在3000元左右。”次仁普
布透露，最开始来到中国时，他在工地上做一
些小工，收入也不高，直到入驻普兰唐嘎边贸
市场做起生意后，生活条件才慢慢有所改
善。“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建设唐嘎边贸市场，
还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让我们能安心在这
里做生意。”

近年来，国家投资2.8亿元在普兰县孔雀
河以南、彰杰河以东新建普兰唐嘎边贸市场，
用地面积约6.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98
万平方米，其中商铺526间、公寓酒店172间、
仓储12套（间）。这里逐渐成为集售卖小商
品、旅游纪念品、民族手工艺品等于一体的现
代化国际贸易集散中心。

走在普兰唐嘎边贸市场内，只见处处洋溢
着活力，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的吆喝声、讨价
还价声交织在一起，成为美妙的乐声。普兰这
座边陲小城的边境贸易进行曲，见证着阿里地
区对接融入国家和自治区发展战略、积极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效，让更多人搭乘
着“边贸车”驶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探访阿里地区普兰口岸唐嘎边贸市场——

边贸有活力安心做生意
西藏日报记者 娄梦琳 马国英 姚海全 周辉 温凯 普琼 拉巴卓玛 洛桑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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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商人次仁普布展示售卖的尼泊尔毛衣。记者 娄梦琳 摄

青藏直流二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公

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询方式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xz.sgcc.com.cn/；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qh.sgcc.com.cn/；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地址：西藏拉萨市当热路4-2号；

联系电话：0891-6235186）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89号；联系电话：0971-607222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

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发送邮件至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事业部）、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

收件人：陈先生 电话：010-66597747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6号西单银座中心

邮编：100031

邮箱：cytgyjlgchp@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发布征求意见稿起10个工作日。

特此公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8日

关于机关食堂外包服务的采购公告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外包服务项目
预算金额：￥42万元（大写：肆拾贰万元整）
最高限价：￥42万元（大写：肆拾贰万元整）
采购需求：为采购人机关干部职工提供工作日全院干警（不少于200人）一日三餐以及节假日

值班、加班干警用餐，承接公务接待、会议用餐的伙食服务保障，负责食堂的日常服务管理等，报
名后投标人必须承诺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采购需求》文件要求，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

二、项目期限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1年）
三、资格条件
1.有能力提供本项目所述服务的独立核算服务管理的法人公司（须提供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提供如下承诺函：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③具有履

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⑤参加采
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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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投标。投标人须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 ditchina.gov.cn）和中
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信用记录，查询结果存在投标人应被拒绝参与采购
活动相关信息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时间
2023年 12月1日（9:40-12:30，15:40-17:50）至2023年12月5日（9:40-12:30，15:40-17:50）现场领

取《项目采购需求》。
四、报名地点
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路12号，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708室。
联系人：管先生 0891-6956691 13659506512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11月28日

商报讯（记者 张琳）畜牧业是农牧民
增收的重要渠道，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和社会持续稳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草业发展则是帮助畜牧业提质增效的关
键所在。近期，我区迎来人工种植饲草大
丰收。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近年来，我区坚持“立草为业、草业先行”，
大力发展人工种草，走出了一条高原地区

“种草养地、种草养畜、林草间作、沙固水
聚”草业发展之路。

为提升饲草料供给保障能力，促进草
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持续增收，
我区先后制定印发《西藏自治区关于加快
推进饲草料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科技支
撑西藏草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不
断提高人工种植饲草投资标准。

据统计，自2009年以来，我区已累计投
资25亿余元，实施连片人工饲草地建设项
目，针对人工种草项目国家投资标准较低，
种草效益较差的实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

基础上，积极协调自治区发改委，“十三五”
期间，人工种草项目投资标准提高至 1000
元—1200 元/亩。“十四五”期间，人工种草
改造提升项目投资标准1000元/亩，新建人
工种草投资标准提高至1500元/亩。

同时，“十四五”期间，每年实施饲草复
种及房前屋后种草37万亩以上，补贴标准
100元/亩。投资标准的提高和项目实施范
围的扩大，极大地提高了各地种草的积极
性，“种好草、养好畜”的认识不断深入人
心。据悉，今年，通过政府投资、企业自筹
等渠道，我区各市地种植连片人工饲草面
积达42.44万亩，有效缓解了高寒天然草地
的放牧压力。

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通过育种已
初步筛选驯化出了适宜我区海拔4000米以
下推广种植的优质饲草品种 19 个，海拔
4000米以上种植的饲草品种5个，同时，研
究制定了紫花苜蓿等9个我区主栽饲草品
种种植技术规程和标准，研发出了黑麦、燕

麦和箭筈豌豆混播栽培技术、“一年两收”
饲草生产技术和粮饲复种机械化种植技
术，初步构建了海拔4600米以下区域人工
种草建植的主栽饲草品种和相应配套技术
体系，为我区饲草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供
了技术支撑。

此外，为推动我区饲草产业发展，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积极与全国畜牧总站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进行沟通衔接，制定印发了
一系列文件，由区外专家、自治区畜牧总
站、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草业所和市地、县
（区）草业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组，按照
专家包片的方式，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工
作，充分利用好农口干部下基层服务活动
的契机，加强对饲草种植的技术指导和服
务保障工作。

记者从拉萨市林周县了解到，今年，林
周县人工种草面积达6.8万亩，该县4814户
农户参与了饲草种植。林周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索朗旺堆告诉记者：“农户种植饲草

每亩可以实现1400多元的收益，此外，参与
种植饲草的农户会根据自家牛羊的数量，
按每头牲畜1吨左右的饲草进行预留，种植
饲草不仅帮助农户实现了增收，也确保了
农户自家牛羊越冬‘口粮’的充足。”

近年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始终坚持
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发展战略，
积极鼓励农牧民走种草养畜促增收路子，
初步形成了以“一江三河”流域为重点，覆
盖藏东、藏中、藏南等区域的草业发展格
局，草业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多年努力，饲
草种植品种不断丰富，产量、效益得到不断
提高，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

据了解，目前，我区连片人工种草每亩
增收约 1120 元，房前屋后种草每亩增收约
840 元，饲草复种每亩增收约 660 元，可有
效促进农牧民增收，同时，人工种草极大缓
解了天然草地放牧压力，进一步提升了我
区饲草料供给保障能力，为我区畜牧业发
展保驾护航。

我区多措并举推动草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