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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拟处置一批轻涂
纸、铜版纸，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本 次 拟 整 体 打 包 处 置 轻 涂 纸

（700mm 卷筒/64 克）90.221 吨，铜版纸
（700mm卷筒/80克）113.087吨，标的具
体数量、质量以现场实物为准。

二、竞买申请人资质要求
竞买申请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注册，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厂家
或经销商，或是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
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三、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 竞买申请人若为法人单位：法定代

表人本人前来报名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原价及复印件（加盖鲜章）；若为
代理人前来报名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
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鲜章)，以上证件验原件留复印件。

2.竞买申请人若为个人：本人前来报
名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验原
件留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8 月 4 日-8 月 10

日（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至6点）
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10楼A区封面传媒行
政人力部。

五、竞价文件递交地点及时间
文件递交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二段 70 号四川日报传媒大厦 10 楼 A 区
封面传媒行政人力部。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下午 6 点。逾期送达的文件，将被拒
收,不接受电子邮件、传真等。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华老师，
电话：028-86969133.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 8月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轻涂纸、铜版纸处置竞价公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杨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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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老成都人喜欢去大面铺赶集；
现在，年轻人乐于逛“大面铺子”文创集
市，这是情感的记忆。8月5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成都市龙泉驿
区大面街道的好日子社区，体验制作陶
艺，感受社区里的文创元素。

2018年，在成都“高水平建设世界
文创名城”和龙泉驿区“文创强区”的号
召下，龙泉驿区大面街道的“大面铺子”
应运而生，聚焦大面驿路文化、茶文化和
音乐文化，营造出社区消费新场景，打造
社群经济新引擎，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
路子。

从0到1的探索 形成文创产业链

大面铺子文创品牌运营负责人李明
通回忆，“当时都在做文创，但是我们并不
知道要怎么做。”李明通表示，文创的经营
是阶段性、项目式的，需要持续性与商业
性，基于做区域性的文创品牌和以品牌来
谋未来的想法，得到了龙泉驿区政府、街
道办的支持。2019年3月，大面铺子进
入筹备阶段，凭着魄力，在完成大面铺子
商标全品类注册工作后，又通过顶层设
计，形成各类指导性、法规性文件。

随后，李明通走访当地文创企业与
高校，挖掘文创资源，通过大面铺子文创
品牌精英联盟，公开招募文创精英成员，
形成文创产业链资源基础。李明通至今
还记得当时跑业务时，遇到有的企业对
他冷嘲热讽，“有企业不理解，他们觉得
政府做的一个品牌，就是昙花一现。我
一直记得有个公司老板对我说，‘你们要
是能做起来，我就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2019 年，首届“大面铺子文创产品
设计大赛”举行，进行优质文创产品资源
挖掘，形成大面铺子文创产品体系，将陶
瓷、木艺、茶道、香道等19个品类，300多
款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与大
面铺子联名，快速投入生产，投入市场。

其中趴趴熊猫、江湖熊猫酒具、大面铺子
定制矿泉水等成为热销产品。据介绍，
2020年10月，第二届设计大赛举办时，
吸引了全国34所高校参与，累计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 217 个参赛单位(个人)的
325件参赛作品，目前，正在进行这些作
品的版权登记与市场转换。

新型社区示范 文创中有烟火气

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前，大面铺
子就有了自己的集市，但当时的集市更
注重于文创品牌的宣传推广。而疫情过
后，大面铺子的集市在地摊经济时代也
有了转变，以文创+生活服务类为方式，
与龙泉驿区万福花市、龙华社区合作，打

造出集餐饮、鲜花、文创、娱乐为一体的
生活消费新场景，占地10.8亩的大面铺
子共享集市成为拉动社区经济、解决创
业就业的幸福美好生活网红打卡地。“这
就是文创中的文艺范、生活中的烟火
气。”李明通说。

龙泉驿区大面街道一共有 16 个村
社区，于是大面铺子有了“1+16”的推广
方式，打造出 16 个文创体验场景，每个
社区有着不同的文创特色、产品。比如，
龙华文创花艺、民乐文创竹艺、师大文创
学院等等。李明通告诉记者，每个社区
都设置有文创展位，可以让整个品牌在
社区得到覆盖。“当文创走入社区，还可
以带动社区周边的消费升级，比如好日
子社区，以陶艺为主，很多人都会来这里
体验陶艺。”据了解，社区会承担公共服
务功能，为社区的居民定期开展陶艺公
益课。同时，陶艺制作区也会对外开放，
收取一定费用。“这也是另一种创收商业
模式。”李明通补充道。

据介绍，大面铺子积极构筑出研、
学、产、销、游文创产业链，坚持将艺术变
成作品、作品变成产品、产品变成商品。
线上打造淘宝、天猫、抖音微店等平台，
上架商品160余种，其中“趴趴熊猫”“东
安壶”等爆款产品销售总额达1000余万
元，线下成立成都社区大学大面艺创学
院，开设涵盖文化创作、艺术修养、运动
体育以及新经济等精品课程36个，开展
文创集市21场，成交总额达到1亿余元，
成为文创企业和手工艺人的创意聚落、
新型社区集体经济的示范基地。

成都龙泉驿区大面街道营造社区消费新场景

“大面铺子”构筑有烟火气的文创集市

撑开纸袋、套住柠檬、拧紧袋口，不
到十秒钟，一颗青翠欲滴的青柠檬便穿
上了土黄色的“外衣”。8月4日，在安岳
县长河源镇金堂村，李祖财和妻子正顶
着烈日对柠檬进行套袋。

“家里一共种了 20 多亩柠檬，去年
仅柠檬就卖了 4 万多元。”李祖财黝黑
的脸上，汗珠不断往下滴，但谈及柠檬
带来的收入，这个朴素的农村汉子笑开
了颜。

今年，通过李祖财的辛勤劳作，不仅
柠檬将迎来丰收，新养殖的13箱蜜蜂已
经产出了 100 斤土蜂蜜，为李祖财带来

了近万元的收入。“现在我家已经脱贫
了，我相信只要自己肯努力，在乡村振兴
的政策引领下，我们农村的生活将越来
越幸福。”

脚下不停，手上不歇，李祖财一家人
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在李祖财一家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巩固着脱贫成果，展望着乡村振兴的美
好未来时，金堂村金硕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种植基地内也是一片繁忙，业主
代作富正带领着十余名工人，对挂满枝
头的耙耙柑和大雅一号进行疏果。

“今年是我们合作社耙耙柑和大雅

一号正式挂果的第一年，挂果率很高，为
了确保来年产量和水果品质，这已经是
我们第四次进行疏果了。”代作富一边清
理着枝头的小果和“太阳果”，一边介绍
道。2017 年，在脱贫攻坚政策的引导
下，代作富和金堂村村两委达成合作协
议，通过金堂村集体经济入股的形式，在
金堂村流转了 300 亩土地，200 亩种植
了耙耙柑和大雅一号，还有 100 亩种植
了柠檬。

“今年预计耙耙柑和大雅一号产量
在 40 万斤左右，柠檬还没有挂果，我们
在柠檬地里套种了冬瓜，产量应该在60

万斤左右。”虽然已经忙得不可开
交，但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中，代作
富还想扩大种植规模，带领金堂村
的群众进一步致富增收。

“仅金硕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用工最多时，就能达到100余人。周
边群众每年不仅有土地流转收益，
还可以就近务工增收，年底还有集
体经济分红。”金堂村村委会主任谢
其凤介绍说，金堂村共有七个专业
合作社、五个家庭农场，流转土地达

到1200余亩。
据了解，金堂村共向金硕水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鑫满堂花椒专业合作社等
六个专业合作社投入了集体经济67.5万
元和市级产业资金80万元，用于发展大
雅一号、九叶花椒、蜂糖李、中药材、蔬菜
等产业，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5万元；
村民每年可获得土地流转收入共计 50
余万元。2020年，村民在园内务工收入
合计达到6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金堂村建设一
个占地 900 平方米的冻库，建成后通过
租赁的方式提供给业主使用，可以将农
村旺季生产的大量农副产品暂时冷藏冷
冻保鲜，待淡季再调出投放市场，增加农
作物抗市场风险能力，确保村集体经济
持续增收。”长河源镇镇长苏润说，下一
步工作中，长河源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以盘活农村闲置土地，丰富农村产业
业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为工作抓手，共
同绘就长河源镇乡村振兴美好蓝图。

朱国强 袁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深挖“特色”财源 安岳金堂村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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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大面街道好日子社区体验制作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