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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相继制定出台一系列

政策文件，加快推动开发区建设，各级

各类产业（工业）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规模不断

壮大、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初步形成国

家级产业园区创新引领、自治区级产业

园区支撑有力、县级地方园区各具特色

的产业（工业）园区发展格局。

特别是“十四五”以来，成立自治区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建立自治区领导领

衔推进产业链发展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召开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暨招商引资大

会，优化开发区规划布局，推动产业集

群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融通供应链。

积极助推园区创新发展

“2023 年，拉萨高新区通过举办数

字经济大会拉萨市分论坛，成功吸引 30

家 企 业 到 拉 萨 投 资 ，总 投 资 金 额 达 到

38.8 亿元。”拉萨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吴

晓波说。

近年来，拉萨高新区聚焦完善创新

创业服务体系建设，于 2017 年获批全国

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2019 年获得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2021 年成功

入选“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园区），现有

13 家双创载体，入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5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53家、专精特

新企业 12家。

截至目前，通过统筹地方财政、援

藏资金等多种渠道，我区逐步形成开发

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文

化产业园、旅游产业园、物流产业园等

各级各类产业（工业）园区。仅工业园

区而言，全区有一定规模、有一定基础

的工业园区 16个。

近年来，我区着力推进开发区水、

电、路、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

开发区承载能力，13 家自治区级以上开

发区中 11 家完成了“七通一平”，建有开

发区污水处理设施，具备企业入驻条件；

建有标准化厂房 112万平方米，入驻生产

加工型企业 139 家。日喀则经济开发区

累计开工建设市政道路 13 条；建成临时

供水管网 9.77 公里、排污管网 24.79 公

里；改迁高压线路 1 条、架设高压供电线

路 1条，初步建成以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为龙头的经济技术产业集群和以拉萨

高新区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据自治区经信厅统计，2023 年我区

产业园区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32

亿元；园区工业产值 93 亿元，同比增长

30%；缴纳税额 149 亿元，招商引资项目

投资额 39.9 亿元，园区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额 20.9亿元。

务实抓好园区招商引资

近年来，西藏国管公司积极推进西

藏绿色新动能产业园建设，与大有硕能

等科技园区孵化平台合作，拟在北京、

成都和厦门等地打造一批“产业援藏飞

地”。将下属子公司“国匠水电工程公

司”60%股权转让给大有硕能，计划由大

有硕能牵头，整合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

院、亿华通科技等国内氢能产业头部资

源，共同开发利用西藏自然资源生产绿

氢。2024 年实现第一套 PEM 制氢装置

运营，直接提供 3000 平方米供暖，65 万

标方医用标准氧气，120 万标方绿色氢

气，全过程采用先进仿真技术，实现零

污染零排放零事故，高效绿色。

同时，大有硕能联合绿色新动能产

业园已着手实施“西藏智算谷”计划，引

入智优沃科技等知名数字科技企业，建

设 1000P 规模算力的智算中心，年可消

纳 2500 万吨标煤电力，相当于年消纳 1

亿度电，直接解决西藏光伏、风能等清

洁能源消纳问题。并力争 5 年内引入和

培育 3 家科创型上市公司，同时，计划五

年内为西藏培养 150 名人工智能应用工

程师。

近年来，我区立足园区职能定位，

精 准 开 展 招 商 引 资 ，提 高 招 商 引 资 质

量，真正做到招大引强，推动重点工业

产业集约集聚集群发展，同时切实用好

用活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确

保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高度

重 视 项 目 建 设 ，扎 实 做 好 项 目 前 期 规

划，加快在建项目施工，积极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项

目尽早顺利投产，更好发挥经济效益。

拉 萨 高 新 区 引 进 拥 有 1 万 多 个 机

柜、8.5 万平方米大数据中心的西藏宁算

科技；藏青工业园依托西藏、青海两省

区盐湖、有色金属资源，重点打造盐湖

化工、金属冶炼 2 个特色新材料产业集

群；藏青工业园引进浏河化工、新琪安

精细化工等生产型实体企业 14 家；吉隆

边合区在现代物流、国际贸易、边境旅

游 、边 贸 加 工 招 商 上 先 行 先 试 。 2023

年，自治区级以上园区招商引资预估到

位资金 187.88 亿元，进一步发挥园区开

放性平台作用。

不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2012 年，西藏藏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江苏援藏招商引资渠道落户西

藏，至今已扎根西藏十余年，也是西藏

唯 一 一 家 真 正 落 地 的 装 配 式 建 筑 企

业。落地以来，自治区相关厅局印发了

很多支持装配式建筑的文件，拉萨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也给予藏建科技很多奖

励以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

“政府的服务是完全到位的，目前

我们在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地分别建

有装配式生产基地。我们想把产业基

地布局到全区各地。”沈焱信心满满。

近年来，我区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开展对标先进行动，不断强化服务

保障，提升产业（工业）园区形象，努力

营造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优化产业体系

布局、狠抓招商引资工作、深化区域交

流合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积极引进通用航空、天然饮

用水、绿色建材等行业龙头企业，配套

引进产品检测中心、研发中心、销售中

心等，鼓励和支持条件较好的市（地）先

行开展以国家级园区或发展水平较高

的自治区级园区为主体，整合相邻、相

近的各类园区，鼓励和支持市（地）采取

“飞地”经济、联合共建、委托管理等多

种形式，建立跨区域合作园区，进一步

明确产业定位，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

展、分工明确的现代产业体系。

强化聚集效应 加快提质升级
—我区积极推动产业（工业）园区建设发展

本报记者 王超

2024 年 6 月 27 日上午，中国（拉萨）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9810”业务正

式开通，实现了西藏第一单 9810 业务、

第一个海外仓、第一家开辟外贸新业态

经营主体“三个全区首次”，标志着拉萨

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

新阶段。

近年来，拉萨综合保税区深入贯彻

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贯彻落

实拉萨市委、市政府“做优综合保税区”

的战略部署，始终牢记职责使命，苦干

实干，加力奋进，紧紧围绕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提升园区运营管

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把拉萨

综 合 保 税 区 打 造 成 设 施 完 备 、功 能 齐

全、服务一流的功能园区。

在招商引资上实现新飞跃。紧紧

围绕拉萨综合保税区产业导向，以加工

制造和物流分拨为重点，以羊绒、日化、

电子产品等为主体，采取区内区外两步

走的方式，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

进清洁类新能源汽车出口、跨境电商等

优质项目，目前拉萨综合保税区已储备

了 多 种 产 业 项 目 ，主 要 有 童 装 加 工 出

口、中药材进口、饲草进口等多种项目，

着力打造具有西藏特色的优势产业集

群，不断扩充完善拉萨综合保税区产业

结构，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

在营商环境上呈现新面貌。精准

服务，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办事效率，靠

前了解、主动服务，全力解决企业入驻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确保企业

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用好用

活政策，积极向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

局、财政部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备

案，丰富园区业务模式，更好便利园区

企业产品内销，抢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

略机遇，进一步释放拉萨综合保税区平

台活力。积极推行“政银企+信保”金融

服务模式，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加

大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配套保

障，加紧推进园区配套项目建设，完善

综合保税区配套基础设施，补齐园区生

产生活和服务业短板，全力优化园区功

能，增添园区发展动能。

在开放程度上再上新台阶。依靠

西藏毗邻尼泊尔的地理优势，围绕双方

所需，大力支持以日用百货、特色农副

产品进出口为主的物流业发展。截至

目前，园区物流类企业已达 49 家。首次

涉足外贸“新三样”，西藏旭达通贸易公

司将重庆小康、赛力斯、长安深蓝、名爵

等自主品牌汽车，以“一票多车”的报关

模式开展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开启了

物流“新三样”出口的新篇章，为助推西

藏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据了解，拉萨综合保税区 1-5 月累

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 9.55 亿元，同比增

长 208.1%，在全国综合保税区增速排名

第 11 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2.61%，

占拉萨市贸易额的 41.17%。截至目前，

累计进出区业务达 329 单，其中，进口以

糖果、红酒、饮料、饼干为主；出口以新

能源汽车、羊绒羊毛、百货、农机具为

主。进出区总货值达 1.71 亿元，是 2023

年全年进出区总货值的 4.86倍。

“下一步，拉萨综合保税区将继续加

快推进跨境电商‘两平台’建设、综合保

税区配套商业项目建设工作，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硬支撑和‘软环境’。”拉萨

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拉萨综合保税区：

打造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服务一流的功能园区
本报记者 刘琳琳

本报巴宜电（记者 刘枫）为深化

“政府+银行+商协会”合作，优化营商

环境，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近

日，林芝市工商联与农行林芝分行共

同举办“携手助力商协会发展‘政银企

’对接会”，林芝市各相关单位及各商

（协）会、民营企业代表等 300 余人参

加，共同为林芝市商贸物流、食品加

工、特色农牧业等产业发展凝心聚力、

出谋划策，助力解决企业资金信贷难

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活动中，农行林芝分行负责人

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相关金融产

品并解读金融政策，向获得授信的林

芝市工商联 2 家会员企业授牌，用信

金额 917 万元，向林芝市电商协会的 5

家会员企业预授信 1900 万元，这些举

措将有效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

资难题。

与此同时，农行林芝分行还与林

芝市青年企业家商会、林芝市电商协

会、林芝市旅游协会分别签订金融服

务战略合作协议，现场发放《林芝市

“富商、安商、亲商”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19 条措施》《小微企业融资

产品册》等宣传资料 200 余份，着力提

升金融惠企政策的知晓度。

此次对接会进一步加深了政府、

企业、工商行业机构间的交流合作，

促 进 了 民 营 经 济 与 金 融 的 良 性 互

动 。 下 一 步 ，林 芝 市 将 坚 持 线 上 推

广、线下对接，持续搭建好银企合作

平台，提高融资可得性，努力满足民

营企业多样化金融需求，切实做好保

经 营 主 体 、保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工

作 ，让 民 营 企 业 有 实 实 在 在 的 获 得

感，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

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本报拉萨讯（记 者 刘琳琳）日

前 ，由 中 交 一 公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承

建的达孜绿色新动能产业园一期项

目 顺 利 完 成 主 体 封 顶 ，标 志 着 项 目

主 体 结 构 施 工 结 束 ，正 式 迈 入 装 饰

装修阶段。

达孜绿色新动能产业园位于拉

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桑珠林村，园区总

用地面积约 3.6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 10.8 万平方米，规划为三个功能

区，分别为一期绿色产业区（高原生

物、藏医药产业）、二期新动能产业区

（新能源、机电制造）、三期民族文化

手工业区。达孜绿色新动能产业园

一期项目是拉萨市达孜区首座绿色

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综合体，是达孜区

委、区政府重点关注的民生项目，包

含商业办公楼、公寓、餐饮商铺等。

据悉，产业园建成投运后，将大

力发展达孜区新型绿色产业，逐步发

展成为达孜区乃至拉萨市绿色、科技

产业的一张新名片，对构建西藏绿色

新动能产业发展体系、加快推进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浙江援

藏那曲—拉萨“飞地”产业园位于拉

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那曲市招商

引资示范项目，自 2021 年成立至今，

园区内已引入以本地农副产品、生鲜

供应链为主的 2 家公司，以钢结构生

产、钢结构建筑、工程安装为主营业

务的 1 家公司，以服装生产销售为主

的 1 家公司等经营主体，已成为全区

示范性项目，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年

总产值超 3.5亿元，累计带动本地就业

320余人次。

据悉，“飞地”产业园始终坚持以

改革引领发展，以创新整合资源，以

服务提升环境，积极践行“公司+园

区”模式改革，促进园区建设运营的

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提升、社区化转

型，聚力多产业经济，打造产业互帮

互助、共同发展新引擎，助推区域高

质量发展。

以前在高原使用的传统烹饪炊具有烹饪压力不

足、功能单一、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雪莲花”牌高原

地区多功能烹饪炊具自 2022 年诞生以来，获得了使用

者的一致好评。

其中，大受欢迎的“雪莲花”牌高原多功能压力锅

研发了智能感温控制模块，创新了锅盖轻便滑齿式夹

钳结构，相比之前老式高压锅压力不可调节、使用单

一、冷却排气缓慢，实现了开合便捷、精准调压、快速

排气、一锅多用、热源适应性强等多项功能。

“煮出来的食物口感绵密，烹煮时间短、安全性能

强。”这是群众使用“雪莲花”牌高原炊具后的感受。

研发和推广高原多功能炊具，是自治区党委推动

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2022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部

署工作，自治区经信厅聚焦群众生活需求实际，迅速

推进高原炊具的研发、投产、推广工作。为更好地满

足群众需求，自治区经信厅联合国内有关龙头炊具企

业，研发了高原多功能炊具、高原蒸箱、高原烧水壶、

高原户外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 7大类 30余种产品，申

请国家专利 18项。

同时，为积极贯彻落实自治区政府“21 项民生实

事”要求，农牧民、城镇低保户每户自费 100 元，城镇居

民每户自费 200 元，就可购买一口 12 升的高原多功能

压力锅（或 6升压力炒锅），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

为了使全区干部群众直观了解高原炊具的使用

性能，西藏尚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在 7 市（地）建立了

直营店。

在拉萨“雪莲花”高原炊具直营店，多功能系列炊

具产品不管从颜值还是使用操作方面都吸引了不少

群众进店了解咨询。

那曲市民扎西卓玛正在咨询热销产品高压锅的使用方法，“我是那曲人，我

们老家有人买了这口高原多功能高压锅，说它煮的肉软烂适口，很好吃。所以

今天专门过来看看。”

据了解，西藏尚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首家高原地区多功能烹饪炊具生

产企业，于 2022年 7月在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现有多功能压力锅及相

关产品生产线 9 条，实现本土化品牌、本地化生产，年产各类产品 100 万只，2023

年年销售产值达 2.7 亿元。同时，为了让更多群众使用高原多功能炊具，西藏尚

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炊具以旧换新活动。

下一步，我区将通过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深化产业发展交流合作，构建特色

鲜明、技术先进、品牌突出的现代化炊具产业体系，着力提升高原各族群众的生

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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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工商联与农行林芝分行

举办“携手助力商协会发展‘政银企’对接会”

达 孜 绿 色 新 动 能 产 业 园

一 期 顺 利 完 成 主 体 封 顶

那曲—拉萨“飞地”产业园蓄势待发

日前，那曲市嘉黎县麦地卡乡居隆村专业合作社开展 2024 年第一季度“一村一合”产业分红仪式，对合作社牛奶销售收

益 13余万元进行分红。

麦地卡乡居隆村合作社 2018年成立，目前有 252头牲畜，辐射带动 29户。

图为居隆村村民在分红。

本报记者 万靖 本报通讯员 孙媛媛 摄

牧民的“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