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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拉萨北京东路支行与西藏临夏商会

深化银企合作共促经济发展

海拔 4772 米的里孜口岸位于日喀则市

仲巴县，与尼泊尔木斯塘县接壤。虽然，里

孜口岸是西藏最“年轻”的对外开放口岸，但

作为青藏高原一条古老的区域性贸易通道，

这里边民互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1000 多年

以前。仲巴县拥有丰富的盐矿和牧业资源，

自古以来，一边放牧、一边交易的历史沿袭，

也成就了这条著名的高原贸易通道——“盐

羊古道”。

2012 年 ，里 孜 口 岸 列 入 国 家 口 岸 开 放

计 划 。 2023 年 11 月 13 日 ，里 孜 口 岸 开 通

运行。里孜口岸的开放，让原本以草原和

牛 羊 为 生 的 牧 民 们 ，不 用 离 开 自 己 的 土

地，也能有更多样化的生活选择。从广阔

无垠的大地到热闹非凡的口岸，里孜口岸

的 建 设 与 开 放 ，完 善 了 西 藏 口 岸 的 布 局 ，

促 进 了 中 尼 商 贸 流 通 和 人 员 友 好 往 来 。

里孜口岸的畅通和日趋繁荣，为西藏的外

贸 增 速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支 撑 。 里 孜 口 岸 主

要出口商品包括食盐、活羊、糌粑、酥油以

及 日 用 百 货 等 。 据 统 计 ，2024 年 1-8 月 ，

里 孜 口 岸 共 计 监 管 出 口 货 物 101 吨 ，出 口

货值达到 456 万元。

2024 年 11 月 13 日，为庆祝里孜口岸开

通一周年，里孜举办了庆典仪式。现场喜气

洋洋、隆重热烈。

此 次 活 动 由 仲 巴 县 委 、县 人 民 政 府 主

办，仲巴县商务局、口岸管委会承办，日喀则

海关里孜口岸监管点、里孜边检站、外事办

进行协办，吸引了广大中尼边民、群众共襄

盛举。大家共同见证了里孜口岸开通一周

年这一重要时刻。

庆典仪式上，尼泊尔学生代表、里孜边

检站、里孜村文艺队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表

演，歌声与舞蹈交织成欢乐的海洋。表演

结束后，中尼双方嘉宾参观了里孜口岸临

时交易市场和里孜口岸联检单位一周年成

果展示。

从 以 物 易 物 到 货 币 交 易 ，从 传 统 贸 易

点到对外开放口岸，从定期到常年，里孜作

为海拔 4772 米的口岸，在促进两国边境地

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人民文

化交流。

里孜口岸是国家的大门，是连接中尼友

好往来的桥梁。在这片繁忙而神圣的土地

上，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肩负着守护国门、维

护国家安全的重任。他们不仅是国家的守

护者，更是人民的贴心人。他们忠诚守望，

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书写着对国家

的忠诚和人民的承诺。

推动商贸发展 共续友谊新篇
——写在里孜口岸开通一周年之际

本报通讯员 西绕拉珍 本报记者 顿珠扎西

▲ 里孜口岸管委会工作人员到口岸

临时交易市场开展调研。

本报通讯员 战多加布 摄

▲ 近日，海关对出境羊进行监管。

▶ 尼泊尔商户加央在里孜口岸临时交易

市场。

本报通讯员 西绕拉珍 本报记者 顿珠扎西 摄

▲ 近日，尼泊尔边民办理手续之后，带着在中国采

购的物资返回尼泊尔。

本报通讯员 西绕拉珍 本报记者 顿珠扎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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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杨小娟）近年来，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深入推进房屋市

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改

革，积极探索建立“互联网+监管”新模

式，利用数字化赋能工程质量监管，从源

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面提升行

业监管水平。

数据服务推动行业的智能监管。建

成自治区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化服务与监

管综合平台（以下简称“智慧化工地”），

开发全区住建系统行政监管平台和建筑

企业项目管理服务两大综合业务平台。

“智慧化工地”平台将实现人员、机械、质

量、安全、环境各环节线上化服务、数字

化管理、智能化分析、自动化预警，有效

化解我区地广项目稀、行业监管力量严

重不足、从业人员水平偏低的突出矛盾，

简化建筑类企业办理项目建设相关业务

程序，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效率，强化

市场监管与现场监督“两场联动”，实现

了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数据一个库、管理

一条线、监管一张网”的数字化监管，进

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已纳

入“智慧化工地”平台服务与监管的项目

2197 个，房屋建筑建设总规模 1381.58 万

平方米，市政道路（含管网）总里程 310.28

千米。

数 据 应 用 压 实 参 建 各 方 的 主 体 责

任。在充分学习发达地区好的经验和做

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基层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流程

不清、主体不明、数据不详、责任不实等

问题，为督促基层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

责任，从技术和业务层面加强工作指导，

通过创新研发面向基层行业监管人员的

“动态巡检”系统，生成监管与执法人员

质量安全检查目录，并要求将隐患排查

和落实整改的图片、视频资料实时上传

平台，做到重点检查与日常巡查行为规

范化、数据可视化，实现工程质量安全监

管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动态巡检”系统

上线后，全区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巡

检 1316 次，下发整改 1045 次，消除一般隐

患 344项，消除重大隐患 51项。

数据研判实现监测预警的“防患未

然”。“智慧化工地”平台通过物联网传感

器和监测设备，可以实时获取施工现场

各项数据，特别是涉及重大安全隐患的

设备运行状态、施工现场环境、工人及关

键管理岗位人员出勤、视频实时监控及

AI 行为识别等。这些数据通过平台进行

数据采集和集中管理，为行业主管部门

和企业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和问题诊

断，实现施工过程的数字化协同。同时，

还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施工

现场的安全风险进行预测和预警。截至

目前，系统在线推送各类环境及设备预

警信息 297.4 万余条，帮助施工单位采取

相应的排查及问题隐患整治，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保障施工过程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数据联动实现质量监督的“耳聪目

明”。工程质量数字化监管是健全工程

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方式，是规范工程

质量检测市场行为的有效手段。为切实

强化工程质量源头管控，严把建筑材料

质量关，今年初，在“智慧化工地”平台新

增“样品防调换唯一性标识”，以及“检测

报告防伪二维码”功能，数字化防伪技术

与数字地图电子围栏定位、操作员人脸

识别技术组合，基本实现了建筑材料样

品见证取样、送检、试验检测及出具检测

报告等全业务流程信息统一纳入到“智

慧化工地”平台。目前，全区已有 66 家工

程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在平台备案，完成

工程质量检测报告数据采集 52645 份，发

现不合格材料和产品检测报告 2264 份，

并已全部联动现场完成整改，有效防范

了不合格建筑材料流向工地，工程质量

得到了保障。

自治区住建厅积极探索建立“互联网+监管”新模式

数字赋能 提升工程质量监管水平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倩茹）近日，

建行拉萨北京东路支行与西藏临夏商

会举办企业融资对接会，进一步深化

银企合作，共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 次 临 夏 商 会 共 有 80 余 个 会 员

单位参与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向 各 位 企 业 代 表 讲 解 了 建 设 银 行 针

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最新融资政策，并

向 各 企 业 提 供 了 定 制 化 的 金 融 服 务

方 案 ，旨 在 解 决 企 业 融 资 难 题 ，助 力

企 业 扩 大 规 模 、提 升 竞 争 力 。 同 时 ，

针 对 企 业 代 表 按 照“ 金 融 教 育 服 务

月”的要求进行反诈知识宣传。活动

结束后，拉萨北京东路支行与临夏商

会 成 员 单 位 达 成 了 5000 余 万 元 的 融

资意向合作。

此次合作不仅缓解了小微企业融

资压力，还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提升

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展示了

银企合作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

关键作用，共同探索了新的发展路径，

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未来，建行

西藏分行将继续积极践行国有大行的

责任担当，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着

力服务实体经济，共同推动地方经济

繁荣发展。

西藏，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重要

的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水、光、风、地热等清

洁能源品类齐全。

近日，记者就我区清洁能源发展机遇与

挑战、发展趋势与技术创新等问题专访了西

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锋。

王世锋表示，西藏太阳能资源丰富，日

照长，是中国太阳辐射最多的地方，太阳能

资源居世界第二位，中国首位。全区水资源

总量 4394.65亿立方米（不含地下水），居全国

第一位，这为我区发展清洁能源提供了天然

的优势条件。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和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服务

“一基地、两示范”发展新格局，大力发展水

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加快国家清洁

能源基地建设。当前，我区清洁能源发展

迅猛，大型项目陆续落地，除已建成的大型

水电、光伏、风电项目外，还有一系列新项

目 正 在 规 划 和 建 设 中 。 今 年 2 月 ，华 能 加

娃光储电站一期工程在山南市曲松县正式

开 工 。 今 年 7 月 ，世 界 海 拔 最 高 的 风 储 一

体 化 项 目—吉 措 百 兆 瓦 风 电 储 能 一 体 化

项 目 在 那 曲 正 式 开 工 ，计 划 于 2025 年 底 ，

全部建成投产。

随着技术推陈出新和市场规模的不断

扩大，西藏清洁能源产业将迎来更多的发展

机遇。

王世锋说，清洁能源驱动电解水氢氧联

产供气供热供电联供是西藏未来最具前景

的，非常切合“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

众所周知，西藏天蓝地绿、水清景秀，被

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从近几年“冬游西藏”的情况来看，西藏蓝天白云

大太阳、雪山湖泊新气象越来越成为广大游客的选择。

“西藏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厚重的人文历史，但是文化旅游产业却

远落后于周边省区。究其原因，西藏严重缺氧的环境让区外游客望而生畏。”

王世锋表示，如果实现交通、酒店、景点的全场景、全方位、全覆盖供氧，彻底

解决来藏人群“爱高原、怕高反”的后顾之忧，相信旅游产业会迎来倍数的增

长，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供氧+旅游”协同发展，将成为西藏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

受限于西藏高原山地的地理环境，目前，西藏光伏装机容量只有 211 万千

瓦。“下一步，我们也将会在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可靠供应，为我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提

供新动能。”王世锋说。

▲ 里孜边检站民警在执勤。 本报通讯员 西绕拉珍 本报记者 顿珠扎西 摄

本报拉萨讯（记 者 德吉央宗）近

日，西藏自治区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

萨市初赛启动仪式在堆龙电商直播基

地举行。

启动仪式上，自治区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是深入贯彻落

实 区 党 委 政 府 促 消 费 有 关 工 作 部 署

的 重 要 举 措 ，旨在进一步推动西藏电

商行业的发展，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

通过宣传推介西藏的风土人情、人文

旅游和优质农特产品，助力藏品出藏

和乡村振兴。同时，这也是一次锻炼

和 展 示 主 播 才 华 和 技 能 的 好 机 会 。

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能够搭建起全区

供应商、品牌方与直播人员的资源对

接平台，选拔培育一批优秀的西藏直

播电商人才，为拓宽西藏特色产品的

网络销售渠道、激活消费市场注入新

的活力。

拉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 赛 的 举 办 对 拉 萨 乃 至 整 个 西 藏 的

电 商 发 展 历 程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 这

是 电 商 领 域 积 极 探 索 和 创 新 发 展 模

式的重要实践，希望以此次大赛为起

点，积极引导直播电商产业园区和行

业协会的发展，推动整个直播电商生

态 朝 着 更 加 规 范 化 、专 业 化 、规 模 化

的方向发展。

启 动 仪 式 上 ，直 播 选 手 代 表 罗

珍、普布顿珠以及供货商代表拉萨净

土 公 司 也 结 合 各 自 业 务 进 行 了 发

言。他们纷纷表示，对本次大赛充满

期待，相信这是一次电商领域交流与

碰撞的盛宴。

据了解，为确保此次大赛取得成

功，组委会还为参赛选手提供了品类

繁多的西藏特色产品，并设置了具有

吸引力的奖项。这些举措不仅激发了

选手们的参赛热情，也为大赛的成功

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西藏自治区首届直播电商大

赛拉萨市初赛启动仪式的成功举办，

标志着西藏电商行业迈入了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未来，随着直播电商产

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相信将有更多的

优秀电商人才脱颖而出，为西藏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

拉萨市商务局主办，堆龙德庆区人民

政府、堆龙德庆区经信和商务局承办。

推动电商发展 繁荣消费市场

我区举办首届直播电商大赛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珊 刘枫）今年以来，林芝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秉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主人

公”理念，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为

目标，统筹“监管与服务、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

三对关系，紧紧围绕经营主体“精准滴灌”，持续释

放“服务促发展”效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市场经济活力的

“催化剂”。林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始终用高质量

的法治供给，维护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先后

研究制定了案源移送、案件办理、案件讨论、案件管

理及扣押、没收物品管理和处理等 12 项执法办案制

度；发布《林芝市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指引（试

行）》，发起“无理由退货”承诺倡议，实施“无理由退

货”行动，指导创建 15 家线下七天无理由退货试点

店；创建企业准入“审核合一”和招商引资企业靠前

服务机制，探索市、区两级“一窗受理、分级审核”，

出 台《林 芝 市 促 进 个 体 工 商 户 发 展 若 干 措 施（试

行）》，与 47 家涉企代办机构签订《中介机构诚信经

营倡议书》，企业开办营业执照办理时限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实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办理实现“即

办即批”和“政银合作+智能审批”，林芝市现有经营

主体 4.4万余家。

目前，林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发布实施了

“林芝茶叶”“察隅僜人手抓饭”等 15 个市级产业

地方标准，完成了 13 个特色菜品标准立项工作，

成功举办了林芝首届“赏江南初夏、品雪域茗茶”

暨 林 芝 茶 叶 地 方 标 准 宣 传 推 广 活 动 。 保 质 量 安

全，就是保发展、保民生。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扎 实 开 展“ 计 量 服 务 中 小 微 企 业 行 ”

活动，围绕企业发展提升供服务、优质量，累计帮

扶 企 业 完 成 计 量 器 具 检 定（校 准）290 余 台 次 ，进

一 步 确 保 计 量 器 具 量 值 准 确 ；开 展 计 量 进 市 场 、

进社区活动，积极提升群众对计量器具的认识水

平，检定电子计价秤 1500 余台次，检定加油枪 436

支、压力表 487 个；积极开展民生领域计量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全面地毯式

一线排查眼镜配置店计量器具，完成眼镜配置计量器具检定 32 台次；开展计量

护航“松茸季”行动，采取联合联动检查、网络舆情监测、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

三项措施，整合形成“行政执法+技术监督”力量，及时设立 2 台“公平秤”，“上

门送检”累计检定电子计价秤 160 余台次，有力维护了林芝松茸公平公正、诚实

守信良性市场秩序。

林 芝 现 有 商 标 4878 个 、专 利 543 项 。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就 是 保 护 创 新 。 今

年 ，林 芝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持 续 开 展“ 知 识 产 权 万 里 行 ”入 企 服 务 ，分 门 别

类 制 作 专 利 、商 标 、地 理 标 志 、知 识 产 权 质 押 融 资 服 务 清 单 ，面 向 不 同 服 务

对 象 ，累 计 提 供 网 络 或 现 场 咨 询 20 余 次 ，不 断 拓 展 市 场 监 管 服 务 新 方 式 ；强

化 与 司 法 合 作 走 向 深 入 ，建 立 林 芝 市 知 识 产 权 维 权 援 助 工 作 站 ，与 林 芝 市

人 民 法 院 联 合 制 定 了《林 芝 市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行 政 执 法 和 刑 事 司 法 衔 接 工 作

方 案》，入 驻 人 民 法 院 在 线 调 解 平 台 ，进 一 步 推 动 知 识 产 权 纠 纷 得 到 有 效 调

解 ，有 力 推 进 该 市 知 识 产 权 纠 纷 诉 调 机 制 建 设 ；用 心 用 情 做 好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荣 获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备 案 审 批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产 品 10 个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25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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