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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菜难求”到“瓜果飘香”
居民“菜篮子”日益丰富

凭借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近年来拉萨市
曲水县南木乡江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
村”。跟土地打了30多年交道的江村村民边
巴见证了西藏蔬菜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前
我们一般种植小白菜、土豆等，现在温室大
棚建起来了，科技人员带来了圣女果、水果
椒、秋葵等果蔬苗，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
售。靠着这些‘时髦菜’，我们增加了收入。”
边巴感叹道。

从布达拉宫广场向西步行两三百米，便
是拉萨药王山农贸市场，2006年，原民航局
菜市场迁来此地，更名为药王山农贸市
场。十多年来，这里见证着拉萨市民“菜篮
子”的变化。

5月 15日上午，记者来到药王山农贸市
场，摊主们正忙着摆放各类新鲜蔬菜，顶花带
刺的黄瓜、饱满红润的西红柿、青绿鲜嫩的西
葫芦……不大的摊位犹如一个个“蔬菜博览
园”，其中不乏西藏本地出产的青椒、黄瓜等
几十种蔬菜瓜果。

“阿佳，这都是本地产的，您看这黄瓜多
新鲜呀，西红柿也都是自然熟，特别好吃。”在
摊主张小坤的热情招呼中，白央停下脚步，经
过一番挑选后购买了四五样蔬菜。

“以前，蔬菜在西藏种类不丰富，现在拉
萨市场上的各类蔬菜应有尽有。”白央告诉记
者，自己年轻时，最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萝
卜、白菜“老三样”，大部分蔬菜都要从区外运
输，每年探亲休假回来带给亲朋好友最好的
礼物就是一把新鲜的青菜。近几年明显感觉
到，本地种植的蔬菜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
实惠。

从“单一”到“丰富”
今年主要引进四大蔬果品种
“民以食为天”，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幸福，

是保障民生的重要抓手。自治区农科院科研
人员每天都要对新引进试种品种的生长情况
进行细心观察和记录，以确保这些新品种能
够在西藏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这些品种的引进都是基于对当地老百
姓喜好的深入了解和生产实际需要，以及广
泛的学术交流和资料查阅。”刘玉红说，我区
今年主要引进了番茄、辣椒、西瓜、黄瓜四大
类品种，并将对它们的产量、抗病性、抗逆性

和抗寒性进行全面测试评价。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自治区农科院蔬菜

研究所先后从中国农科院、新疆、北京、天津、
甘肃、陕西、四川等地引进辣椒、黄瓜、番茄、
樱桃番茄、茄子、西瓜、甜瓜等15类、150余个
蔬果新品种，开展10余项试验，从中筛选出适
合西藏种植的蔬果15类、20个品种，主要有辣
椒的洛椒4号、陇椒3号、华美1号、二荆条；黄
瓜津研系列；番茄中研系列、东圣系列；樱桃
番茄有圣女果等。这些新品种增产幅度10%
以上，提高了西藏的蔬菜产量、改善了品质。
目前，这些品种仍有10余个在生产上承担着
主栽品种的“重任”。

同时，随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国家投入
的增加，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通过区域试
验掌握了更多栽培技术，使得蔬菜供给率大
幅提升。如今，西藏的蔬菜供给率已从60%
提升至85%—90%，其中冬季的供给率从50%
提升至70%，确保了一年四季当地居民都能
享受到当地产的新鲜蔬菜。

刘玉红介绍，这些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
不仅展示了自治区农科院在农业科技领域的
创新实力，也为高原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福祉。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未来的西

藏蔬果种植将更加繁荣，高原人民的餐桌也
将更加丰富多彩。

从“运菜进藏”到本地生产
菜农收入也越来越高

“以前新鲜的蔬菜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运
到拉萨，在夏季时，运到拉萨的蔬菜往往已腐
烂变质；冬季由于天气寒冷，蔬菜大多成了冻
菜。现在这些茼蒿、空心菜、油麦菜等叶类蔬
菜基本上是拉萨本地产的，每天供应充足，不
仅价格比过去便宜，而且还很新鲜。”气象局
农贸市场商贩徐东说。

长期以来，全区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使
得群众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本地种植的新
鲜蔬果。这不仅改善了西藏各族群众的饮
食结构，丰富了“菜篮子”，还帮助本地农户
鼓起了“钱袋子”——近年来，自治区农科
院蔬菜研究所在拉萨市、林芝市、乃东区、
贡嘎县、加查县、白朗县、仁布县、波密县等
地开展生产技术示范和技术指导，累计面
积达到 10 万亩以上，增加经济效益达 5000
万元以上。

堆龙德庆区净土公司产业园区B区大棚
内一派繁忙景象。“白菜已经卖完了，这两天

正在摘香辣椒。”堆龙德庆区净土公司产业园
区B区副总经理旦增曲扎说，我们这里有631
栋大棚，预计今年能生产3000多吨蔬菜，现在
这里有20多个品种。我们这个产业园区主要
的品种有黄瓜、西红柿、辣椒，这个季节，主要
有四季豆、菜瓜、莲白、香辣椒等，其中，香辣
椒还是2006年引进的品种，在专业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产量也在逐年增加。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堆龙德庆区净土
公司产业园区B区引进了排灌水系统、倒挂
喷及相应的蔬菜生产设施，还引进了各类
蔬菜优良品种及高效安全栽培技术进行生
产应用，大大提高了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在这里，香辣椒每茬有3000斤到5000斤的
产量，菜农在筛选蔬菜瓜果时都很严格，对
次品都要直接剔除，送到市场的都是经过
挑选的优品。

堆龙德庆区净土公司产业园区B区在运
营和发展中，还吸纳了不少群众就业，并学到
现代农业种植技术。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
选择在家门口的大棚就业，在技术员的帮助
下，村民的种植技术提高很快，不仅每天能吃
到新鲜的蔬菜，收入也越来越高，日子也一天
比一天好。

达孜区中小学附属设施完善项目劳务分包招标公告
编号：XZRY-DL-20240502

1.招标概况
达孜区中小学附属设施完善项目劳务分包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达孜区中小学附属设施完善

项目劳务分包进行公开招标，现欢迎符合本项目要求的社会各潜在投标人前来报名。

2.项目概况与劳务分包范围
2.1 建设地点：拉萨市达孜区。

2.2 计划工期：按合同约定为准。

2.3 劳务分包范围：达孜区中小学附属设施完善项目劳务分包（具体详见劳务分包清单）。

2.4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的独立法人，具有有效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承担专业工程施工的能力；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

人须具备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目前并未担任其他在施工建设工程项

目的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3.2 提供近三年（2020年、2021年、2022年或2021年、2022年、2023年）财务审计报告（企业注

册时间不足三年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历年财务审计报告）；

3.3 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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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西藏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列入行政处罚及通报名单，处

于公示期内；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记录截图并加盖单位鲜章（依法限制市场行为的企业，不得参加

本次招投标活动）（以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在上述网址的网页查询结果为准）；

3.4 投标人须满足藏建市管函〔2018〕275号文件（区外建设工程类企业资质备案证提供西藏

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资质报送成功的查询截图）；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

标，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本项

目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4年5月17日至2024年5月23日（每天10:00-12:30，15:30-18:00，节

假日除外）；

4.2 招标文件获取地址：西藏荣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3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现场获取，售价：850.00元/套。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6月6日15时30分（北京时间）；

5.2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西藏荣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室；

5.3 逾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照招标文件密封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6.发布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西藏商报》上发布。

7.其它内容
获取招标文件须提供的资料：
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

②以及第三款投标人资格要求的所有证明资料；

注：符合上述要求的投标单位报名时请按照以上资料胶装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送至报名地

点。各投标单位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否则经核实有误者招标人将取消其报名资格并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名称：西藏振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镇江路幸福社区虎峰城建大厦5楼8-11室

招标代理机构：西藏荣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创业路拉萨雅砻阳光花园1栋2单元1102号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7740714792

我区不断加大本地蔬菜供应，丰富居民“菜篮子”

今年引进番茄辣椒西瓜黄瓜四大类新品种

一排排整齐的西红柿绽开花朵，显得格外生机勃勃，科研人员记录着它们的生长情况……“西红柿普遍受到大众喜爱，今年我们引进、试种了新品种，
目前看来，新品种比市面上的西红柿口味好很多，也适宜在西藏种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和市民‘见面’。”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
蔬菜体系拉萨试验站站长刘玉红说，此外，今年还引进了多个蔬果新品种，这些品种经过试种筛选后，有望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为本地蔬菜产业发展提供更
加多样化的品种选择。

“菜篮子”工程一直都是我区注重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全区各市地通过推进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减少气候等不良影响，解决蔬菜种植、
运输等制约问题，取得了良好成效。如今，广大群众不仅吃到了“西藏菜”，也通过“菜篮子”工程鼓起了“钱袋子”。 文/记者 王静 图/记者 贡曲罗杰

西
藏
自
治
区
农
牧
科
学
院
蔬
菜
研
究
所
温
室
大
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