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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经过近三年的施
工，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正式投
运。作为我区最大、最专业的冷链
市场，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进一步
提升了我区冷链物流标准化、信息
化、现代化水平，为全区“菜篮子”提
质增效。

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位于堆龙
德庆区工业园 B 区，项目南侧紧
临 109 国道，是堆龙德庆区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也是堆龙德庆区重点
扶持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5亿元，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包括2栋4

层冷库，5栋食品加工区以及配套的
办公室、宿舍、餐厅、设备房、停车场
等建筑，设计仓储总量为10万吨。

目前，该物流港已签约入驻商
户约 170 户，冷库整体出租率为
93%，商铺整体出租率为95%，现已
入驻品牌商家有思念、三全、大红门
等，品牌种类包括鸡鸭副、猪副产
品、牛羊肉、冷鲜白条、海鲜水产品
及面点、烧烤串串、火锅食材等。入
驻商家唐平告诉记者，物流港投运
后他们公司就入驻这里了，公司主
要经营销售冷冻畜禽类副食品等，
在西藏合作店铺约有400多家。“我
们选择该物流港的原因主要是配套
设施完善、服务专业，能满足我们公
司的发展需求，现在合作的门店、商
户越来越多，我们的经营信心也更
足了。”唐平说。

记者在该物流港冷库外看到，
堆龙德庆区旭峰商行工作人员正忙
着将冷库内的一箱箱冻猪肋排、鸡
腿等装车，当天，他们准备将 1000
多件货品送往我市多家农贸市场。
该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主
要与西藏约20个农贸市场1000多
户商家合作，于2022年 3月入驻物
流港，这里的冷库温度可根据储存
货品需要进行分区调节，确保低温
冷藏间的食品新鲜味美，能享受到
专业完善的服务。堆龙德庆区旭峰
商行工作人员牟军说：“西藏高原冷
链物流港冷库的温度特别适合我们
做冻品生意，租金也合理，我们现在
的库存总金额大概在 1300 万元左
右，入驻以后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
服务，特别好。”

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通过整合

银行、快递、物流等企业，辅以智慧物
流园电商平台的配套，吸引区内外
大、中、小型成熟的冻品专业商家入
场经营。加上中央厨房食品生产加
工、成套配送产业链，服务于我市大
型酒店、餐厅、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学校配送等，既保证餐桌菜品卫生安
全，也能极大节省人力和费用开支。
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管理公司市场部
经理文鑫说：“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加大招商力度，进一步引进冷冻
食品知名一线品牌入驻，进一步打造
高质量、高标准的惠民‘菜篮子工程’，
将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树立成西藏冷
链行业标杆。”此外，该项目共为本地
户籍群众提供近500个就业岗位，切
实做到了产业引领、人气聚集，既保证
项目经营创收，又提升城市产业形象、
改善了群众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达孜区大
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了一批有特色、有规模、
有带动作用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业，促进了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为乡
村振兴带来了勃勃生机。

西藏索朗兴青稞实业有限公司位于达孜工业园
区内，成立于2015年，2021年正式投产，是一家专
注青稞深加工的科技型企业，拥有9000平方米现代
化洁净级食品生产车间，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实
现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将先进的萌动技术应用于青
稞深加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形成了除杂清
洗、萌动营养、食盐炒制、气流磨粉的全自动化生产
线，实现了规范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采用专利技
术生产的糌粑口感香浓、营养丰富，年产能可达
15000 吨，2023 年完成青稞加工 790吨，产值实现
1106万元。

今年，该公司计划在西藏进一步拓展市场，提升
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将对西藏现有的100家糌粑小
作坊按照标准进行环境卫生、作业经营环境、磨制
设备改造升级，按订单向糌粑作坊配送糌粑，既提
升糌粑的品质，又保证传统作坊的可持续发展。目
前，西藏已有多家商户前往该公司实地参观了解，
达成了合作意向。

为借助绿色农业产业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西
藏青稞产业升级，生产高标准、高质量的营养型糌
粑，打造高原健康食品，今年该公司预计投入1000
万元，新增青稞爆米花、青稞生粉2条先进生产线，
每条生产线日产能约 10吨，并计划推出青稞营养
粉、青稞饼干等食品，提高青稞及衍生产品的加工
能力，让西藏青稞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在消费
者面前，促进我市特色农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西藏索朗兴青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新说：

“我们通过这几年的生产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
产体系，生产出了更卫生、更营养、更美味、更安全
的好糌粑，得到了市场的好评。2024年，我们计划
在西藏成立100家加盟连锁店，把我们的生产技术
广泛地运用于糌粑生产领域，提升推动糌粑传统产
业技术升级，同时向社会提供更好的糌粑，以产业
升级推动消费升级。”

近年来，达孜区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促进了本地产业提质增效。今后，达孜区
将积极打造乡村产业新的增长极，以绿色有机为方
向，以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为出路，推动特色优
势产业转型升级，以体制、科技创新为动力，助推达
孜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7日致电祝贺第37届
非洲联盟峰会召开。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值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和非洲为
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非盟团结非洲

国家联合自强，大力推进一体化和
自贸区建设。非盟成功加入二十国
集团，使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
性和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中方对此
表示衷心祝贺。

习近平强调，过去一年里，中国
和非洲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非领

导人对话会成功召开，双方决定相互支
持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共同为实现
发展愿景创造良好环境。2024年将召
开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我愿同非
洲国家领导人一道，着眼造福双方人
民，精心规划中非合作新蓝图，推动共
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 近 平 向 第 37 届
非 洲 联 盟 峰 会 致 贺 电

逛夜市、吃夜宵、去夜游……夜
间经济日渐成为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方式，在促进
服务业加快复苏、释放消费市场潜
力、提升城市魅力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近年来，拉萨市将发展夜间
经济作为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抓
手，不断丰富业态模式、释放消费潜
力，为拉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合理规划 大力支持夜间
经济发展

面对群众夜间生活的需要，拉
萨市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和奖励措施，
大力促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2023
年6月13日，拉萨市认定城关万达、
藏游坛城、功德林天街为2022年度
夜间经济示范区，这些利好政策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商家加入。

“夜市开放以来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场地，我们主要经营的是围炉
烧烤，现在比较冷，我们的食物一直
都是热乎的，所以顾客还是比较多
的，生意很不错。”藏游坛城一家烧
烤摊老板杨先生说。

一个个摊位、一声声吆喝、一张
张笑脸，汇成了一股股暖流。入夜
时分，夜市内人头攒动，商家的叫卖
声、游客的谈笑声、动听的音乐声交

织在一起，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记者来到天海夜市步行街，只见

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街区商铺
林立，灯火璀璨，各种特色美食店烟
火升腾、香气扑鼻，店内和店外坐满
食客，有情侣约会，也有一家三口“逛
吃”，还有三五好友相聚……大家品
尝着美食，放下一天的疲惫，感受着
拉萨市夜间经济散发的夜生活魅力。

“每天白天都要上班，下了班才
有时间和同事出来逛逛，在这里不
仅能一次性吃到很多小吃，还可以
感受城市的烟火气息，很适合约上
亲朋好友边逛边吃！”作为资深“吃
货”，拉萨市民梁小姐对天海夜市步
行街赞不绝口。

挖掘资源 企业代表为夜
间经济建言献策

为充分挖掘拉萨夜间消费资
源，培育、建设、提升一批高质量夜
间经济示范区、夜间经济示范点，加
快建立夜间经济产业体系，拉萨市
商务局举办了以“促进消费升级、激
发城市活力、打造‘夜享拉萨’城市
品牌”为主题的“夜间经济下午茶”
活动。拉萨市商务局组织江苏、福
建、四川、青海省等商会，顿珠城、拉
萨印美食街、功德林天街、万达广场

等商业综合体，堆龙上谷夜市、文创
集市等夜市运营主体和西藏丁大
师、博之源等餐饮公司企业代表为
拉萨市夜间经济发展积极建言献
策，提出意见。

针对夜间经济的发展，西藏四
川富顺商会办公室行政人员张蕊蕊
建议，增加夜间经济的业态种类，相
应地增加一些各地的美食产品，比
如西藏本地特产。要分清消费群
体，可以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
来提供不同的服务，从而提升消费
者的体验感。要加大对夜间经济的
宣传力度，通过挖掘报道老百姓、商
户与游客之间的温馨故事，让游客
感受到城市温暖。

西藏江苏商会办公室主任董宪
重表示：“此次下午茶活动，给我们
文创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今
后我们会挖掘可以发展夜间经济的
资源和企业，进一步整合优秀方案，
创建文化产业街区，把文化产业打
造出来，为拉萨的夜间经济贡献自
己的力量。”

丰富业态 打造拉萨市
“夜间经济特色街”

点亮“夜经济”，是城市消费提
质升级的发力点。夜市的繁华，不

仅能丰富居民群众的生活，也让流动
摊贩找到了合适的“归属地”。

宇拓路、文创园、滨河路、拉萨印
“中华美食 西藏味道”美食街……近
年来，拉萨市商务局着力将企业自选
可发展夜间经济重点区域，打造成为
布局合理、各业态发展协调、上下游
产业链配套完善、餐饮企业竞争力
强、美食品牌美誉度高的餐饮聚集街
区。今年，拉萨市商务局将聚焦“西
藏味道”特色亮点，加快藏餐“名师”

“名厨”“名店”的培育，支持餐饮企业
申报“名店”“名菜”“名点”品牌，通过
举办各类美食节等方式，助推拉萨夜
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激发夜间经济
活力、打造消费新引擎的同时，让西
藏美食吸引天下游客。

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副
科长李乃轩表示，下一步，拉萨市商
务局将通过系列举措构建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管理
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体系，把夜间经
济谋划好、发展好，更好地满足群众
多元化消费需求，以城市“烟火气”激
发消费新动能。同时，也希望本土及
外地企业家们充分调研拉萨，为拉萨
夜间经济发展提供思路，围绕各重点
区域、地段拿出建设性方案，积极投
资兴业。

逛夜市、吃夜宵、去夜游——

点亮拉萨“夜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
西藏日报记者 谭瑞华 西藏日报实习记者 张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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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莫瑞英）近
日，市委副书记赵辉年以“四不两
直”方式前往市民政局、市林草局、
慈觉林街道、策门林社区等地督导
检查春节、藏历新年期间安保维稳
和值班值守工作。

走进市民政局值班室，赵辉年
仔细察看值班工作记录表，详细询
问值班值守情况后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值好班、守好岗，做好各项服务保
障工作，确保春节、藏历新年期间
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转高效。

在市林草局，赵辉年要求，要
持续发挥好职能作用，科学调度城
关区、达孜区、文创园区等地力量，
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多措并举防止
牲畜破坏苗木，不断巩固提升拉萨
南北山造林绿化成效。

在市城管局，赵辉年强调，各
专项整治行动专班必须不折不扣
落实好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要求，加强沟通、密切协
作，高度关注重点区域、重点场所，
确 保 节 日 期 间 工 作 不 断 档 、不

脱节。
在城关区慈觉林街道、塔玛村和

策门林社区等基层一线，赵辉年与
值班值守干部和社会工作者亲切交
流 ，向他们 致 以 节 日 的 问 候 与 祝
福。指出，新设立的街道要进一步
理顺和明晰工作职责，完善工作机
制，压实工作责任，高效调动基层力
量，扎实推动基层事业。基层社会
工作者、网格员要进一步提升做好
群众工作的能力本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特长，激发干事热情，增强团
队凝聚力，为市民群众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要进一步抓好基层党建、
招商引资和集体经济等工作，奋力
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拉萨建设的
精彩画卷。

赵辉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加强应急备勤、巡逻巡查和值班值
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
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决
树牢安全责任意识，时刻绷紧安全
之弦，全面落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
和主体责任，确保群众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节日。

节日期间，堆龙德庆区古荣护
路大队值班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加
强巡守，确保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

图 为 群 众 看 望 慰 问 铁 路 护 路
队员。

西藏日报记者 旦增兰泽
西藏日报通讯员 拉 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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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冷链物流港为全区“菜篮子”提质增效
拉萨融媒记者 杨 璐

赵辉年以“四不两直”方式督导检查春节
藏历新年期间安保维稳和值班值守工作

春运返程高峰到来

各地各部门切实保障返程出行平安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