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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承建的“X108旁墨线达孜段修复养护工程”现已完工，所有农民工工

资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公司联系处理，逾期

后果自负。

劳资专管员：陈游

联系电话：18109034938

如有拖欠工资或劳资纠纷，请在公示期内向下列政府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达孜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0891-6143636

达孜区交通运输局：0891-6461668

特此声明

安徽先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6日

声 明
西藏产权交易中心受委托对“拉萨市城关

区娘热南路17号门面房第4层出租”项目公开

挂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位置：拉萨市娘热南路17号大洋泊车

出口第四层

挂牌价：17.44896万元/年

层数/面积：4F/181.76m2

租赁期限：2年 装修免租期：30天

押金：6个月租金 报名保证金：2万元

二、报名截止时间

2024年12月18日17：00

三、报名方式

线上：公告期限内登陆第四产权网站

（www.xzcqjy.com）或微信小程序“第四产权”搜

索“拉萨市城关区娘热南路17号门面房第4层

出租”项目自行报名。

线下：请到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产权交易中心柜台报名，报名时应交纳相

应的报名保证金。

报名联系人：央经理

联系电话：0891-6909555

标的查看联系人：孙钟吉

联系电话：17808740821

报名地址：拉萨市纳如路西藏自治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

西藏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6日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南路17号门面房
第4层出租公告

投资完成率居全区前列
实现开复工水利项目364个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自治

区全口径落实水利投资93.68 亿元，同比增
长 27.03%。7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18亿
元，投资完成率106.03%，完工项目68个，投资
完成率位居全区前列。52个增发国债水利项
目，提前50天完成开工节点任务，完成投资
21.30亿元，投资完成率99.3%，已完工项目49
个，总体进展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2024年，全区水利行业树立“开局即决
战、起步即冲刺”的理念，实现开复工水利项
目364个。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成
功截流，康卓水库灌溉兼放空洞贯通；旁多引
水工程、弄利措水库、梅帕塘水库有序推进；
湘河工程完工验收积极筹备；帕古等水库顺
利通过合同完工验收。

全年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15.83亿
元，实施定结县城乡一体化、乃东区亚堆乡规
模化和琼结县加麻乡集中供水等供水工程
297处，37.45万农村人口受益。全年下达农
村供水维修养护资金0.88亿元，完成1246处
工程维修养护，服务人口 20.47万人；紧盯高
海拔农牧区供水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进一
步巩固提升供水保障。

四个环节推进项目建设
河湖管护和灌区管理向数字化迈进

自治区水利厅建管处副处长王志良在
会上表示，水利厅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作为
年度重要工作任务。从抓好工程开工、抓好
工程进度、抓好工程质量、抓好工程验收四
个环节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建设质量、资金和
进度。基本做到2024年已下达资金的新建
项目3月 10日前完成招投标工作，3月20日
前开工建设，高海拔地区项目于4月20日前

开工建设。续建项目除高海拔地区外3月 1
日前全部复工。

对进展缓慢的项目采取专项督导、现场
督办等措施，督促、指导、帮助地（市）水利部
门和有关单位打通堵点，多管齐下，全力推动
工程建设进度。组织各地（市）以严格执行质
量终身责任制为抓手，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全生命周期管理。2024年以来，自治区水
利厅全力推动完成了全区290个项目完工验
收和209个项目竣工验收。

2024年以来，自治区水利厅积极推进水
利工程智能化招投标工作，制定了西藏水利
建设市场推进智能化招投标工作计划和方
案，组织编制了《水利项目智能化招标投标专
业模块开发方案》，修订了《西藏自治区水利
工程建设项目标准电子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并于11月22日在水利厅官网公布，将于2025
年1月1日起执行。

为适应高原环境和不良地质条件，自治
区水利厅进行了针对性的设备选型和专项设
计，经过15个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西藏
重点水利建设项目旁多引水工程成功引入双
护盾TBM掘进技术，“拉萨旁多引水号”TBM
机顺利始发，成为国内首个海拔4000米以上
采用TBM盾构机施工的水利工程试点项目。
TBM盾构机的成功引入充分发挥了其掘进速
度快、施工效率高、安全性能好、作业环境稳
和施工质量优等突出特点，有效降低了隧洞
掘进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和进度。梅帕塘水库完成了“基于5G+人工智
能无人机”的高海拔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
全智慧监管的系统测试，并成功试用，有效解
决了传统监管方式中人力难以到达、数据收
集不全面、安全隐患难以发现等问题，推动西
藏水利建设迈入智能化监管新时代。西藏水
利数字孪生以拉洛水利枢纽及灌区为先行先
试试点，已通过验收，数字孪生技术首次在高

原水利枢纽工程中得到运用，有效赋能水库
及灌区运行管理。另一方面，建成全区河湖
长制信息化平台、全区灌区“一张图”，河湖管
护和灌区管理快步向数字化、智慧化迈进。

科学谋划“十五五”重点项目
2025年新建20个自治区级幸福河湖

热旦表示，下一步，自治区水利厅将持
续推动水利项目高质量发展，科学谋划“十
五五”水利重点项目。积极推动东嘎水库开
工建设，力争开工建设雅江中游山南段（机
场周边）生态修复保护和河道综合治理项
目，完成拉萨河（聂当下游段）（1#闸至聂当
段）生态修复保护和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建
设。推动弄利措水库工程完工投运，梅帕塘
水库大坝填筑基本完成，帕孜水利枢纽总体

工程进度过半，帕古水库完成竣工验收，旁
多引水工程总体进度达到 40%，康卓水库总
体进度达到60%。

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加快城乡供水
一体化、集中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及小型工
程规范化改造，到2025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69%。加快推进灌区改造，力争2025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463以上。

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坚决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强化水资源生态管
护力度。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积极开展我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与节
水型高校建设工作。努力探索新时代河湖保
护治理的新模式、新范本，研究制定符合自治
区河情湖情的幸福河湖评估技术导则，力争
2025年新建20个自治区级幸福河湖。

西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我区力争2025年新建20个自治区级幸福河湖
12月5日上午，西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详细介绍了今年我区水利工程建设

相关情况。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热旦表示，2025年，自治区水利厅将努力探索新时代河湖保护治理
新模式、新范本，力争2025年新建20个自治区级幸福河湖。 文/图 记者黄帆

商报讯（西藏日报记者 央金）“这几天我
在家里都穿短袖，现在晚上睡觉只要盖个单
被子就好了。”这几天林周佳苑小区业主群里
很是热闹，业主们纷纷在讨论林周县城区清
洁能源集中供暖后大家的体验感。

林周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已
于11月20日实现全面集中供暖，该试点项目
建设总面积 23.62 万平方米，总投资 1.35 亿
元，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周转房、公租房、
廉租房、医院、学校、酒店等领域，此项供暖
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让林周县的这个寒冬
不再“寒冷”。

“集中供暖后，我家里就没有再用柴火炉

子取暖了，现在家里的温度适宜，卫生也干净
了许多，尤其是像我这样，家里有小孩和老
人，这样的温度让我们觉得很舒适。”林周县
居民阿珍高兴地说。

林周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4年，林周县被确定为全区第
一批清洁能源集中供暖特许经营试点县。为
切实把这一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该局严格按照《西藏自治区城区清
洁能源集中供暖特许经营试点实施方案》要
求，熟练掌握项目实施程序、各类政策、操作
指南等内容，精细组织实施，按照时间节点顺
利完成目标任务。

林周县委、县政府授权林周县住房城乡
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作为林周县清洁能源集中
供暖特许经营实施机构，全面负责推进林周
县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作，成立由县政府主
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明确各单位、部
门的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为方便部门间
的沟通协调，及时成立工作专班，明确专班职
责分工，强化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为提高供暖面积的准确性，林周县先后
通过发布意见函、问卷调查、走访询问、查阅
历史资料等形式，精准掌握县城各栋建筑的
供暖实施范围，节能建设情况、每栋建筑面积
等细节内容。多渠道向县域范围内的干部职

工、商户、周边群众广泛宣传清洁能源集中供
暖的优点及相关政策，引导县城居民关心、支
持、参与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程。

林周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组建
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协助处理在政策、技术、
财务、地方债务、法律、投资等方面的问题，提
供用水、用电、用地等保障要素，为企业编制
《方案建议书》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结合用地、
用电、用水等实际条件，确定最佳技术路线，
做好招标文件的审查、报备、发布等工作。为
尽快实现供暖，施工期间严格按照施工作业
规范，加快施工进度优化施工方案，切实实现
施工供暖工作“高效化”。

林周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实现全面供暖
项目建设总面积23.62万平方米，总投资1.35亿元

两岛内河绿色生态廊道提升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