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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拟处置一批轻涂纸、铜
版纸，相关事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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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原件留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12 月 1 日-12 月 7 日

（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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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封面传媒行
政人力部。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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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轻涂纸、铜版纸处置竞价公告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
长、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
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

轨道交通一小时通勤圈如何建？
多种轨道交通方式有机衔接

解读

11月29日印发的《成都都市圈
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提出，打造
成都都市圈立体交通体系。立体化
交通体系形成后，将给“圈内”近
3000万常住人口的出行带来哪些改
变？11月30日，记者对话四川省区
域经济研究会会长、西南交通大学
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戴宾。

《规划》提出，加快形成轨道交
通、高快速路一小时通勤圈。轨道
交通一小时通勤圈如何打造？对
此，戴宾说，一是以成都为中心枢纽
构建多方式有机衔接的轨道交通网
络。所谓多方式有机衔接是指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多种轨道交通方式相互
融合、相互补充，快慢结合、点对点
与串联沿节点相结合。也就是既有
西成高铁、成贵高铁、成渝高铁等干
线铁路将成都与德阳、眉山、资阳以
点对点的形式实现快速连接，也有
通过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将成都
与德阳、眉山、资阳毗邻的若干城镇
节点串联起来。

二是以成都为中心枢纽实现
城市区域轨道交通的有机衔接。
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是两个相对
独立的交通网络，《规划》突出了
城市轨道交通与区域轨道交通两
大网络的有机衔接，形成“四网融
合”的轨道交通网络，从而提高了
成德眉资之间的空间可达性，使
成都都市圈内出行更加快速化、
便捷化。

三是构建“放射+环线+节点”
的轨道交通网。即在成都都市圈范
围内，以成都为中心枢纽，既有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等放射型线路连接
德眉资，也通过成都外环铁路将德
眉资三市横向串联起来，同时还规
划了成都站、成都东站、天府站、简
州站、德阳北站、眉山北站、资阳北
站等核心节点，形成有效覆盖成都
都市圈的轨道通勤网络。

四是既重视通过轨道交通实现
都市圈的同城物理连接，也重视提
升公共交通服务的同城化。即既有
成都都市圈交通的硬连接，也有服
务的软连接。《规划》提出要提升铁
路公交运营化水平，促进轨道交通、
跨市公交、城市公交有机衔接，构建
多种运输方式无缝换乘的公共交通
服务体系。同时要推进成都都市圈
公交“一卡互通、一码互通、优惠共
享，协同搭建公交信息数据共享平
台，推动数据联通、管理协同、运营
融合，从而实现成都都市圈运输服
务便捷舒适、经济高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这次会议在德阳召开是一次很好的
尝试，建议领导小组会议由4市轮流承办，
这样有利于相互学习、深入交流，取得更好
的效果。”11月30日，德阳市委会议室，对
于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
组会议首次“破圈”——挪到成都以外的城
市召开，与会一位负责人如是建议。

这并不是巧合。会议召开前一天，
《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印发，将成德眉资
同城化、成都都市圈建设推向高位实施、
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规划》提出，2025年基本建成空间结
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
业分工协作、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
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

交通通勤圈、产业生态圈、国际朋友圈、优
质生活圈，成为这两天各方解读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交通通勤圈

从区域位置来看，德眉资3市中心城
区距离成都主城50-70公里，都在高铁半
小时、高速一小时通勤圈内。

如何建设便捷高效的交通通勤圈？《规
划》聚焦“外建大通道、内建大网络、共建大
枢纽”，打造成都都市圈立体交通体系。

“所谓立体交通，指地面交通和空中
交通构成一个整体。”四川省区域经济研
究会会长、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认为，《规划》突出
了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
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将城市轨道交
通与区域轨道交通有机衔接起来，强调以

“两统”（统一建设标准、统筹建设时序）推
动都市圈统一高效的骨干通道网络。

成都也将众多交通建设纳入协同推
进的重大项目。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苟正礼透露，将尽快开工建设成都都市
圈环线铁路和市域铁路成德S11线、成眉
S5线，推动动车公交化加密提质，同时启
动实施第二批“断头路”打通行动计划。

《规划》还明确要巩固国际航空枢纽
地位，包括加快推进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两场一体”运营，强化
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

（快）速路互联互通，提升航空服务水平和
枢纽运营效率等。

交通升级后，通勤势必发生显著变化。
戴宾认为，未来将围绕成都这个中心

枢纽形成高密度、大流量的人员通勤流，从
而进一步形成商务流、信息流，更好促进成
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也更有利于德眉资接
受成都的带动，分享成都的资源和平台。此
外，立体交通体系的构建，也有利于密切成
德眉资4市之间的经济社会交往，推动成都
都市圈一体化、同城化发展。

关键词：产业生态圈

“《规划》进一步明确成德眉资同城化的
方向，为都市圈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眉山市
委书记胡元坤倍感振奋。

构建协同共兴的产业生态圈，是《规划》
布局的重点内容。《规划》瞄准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都市农业和数字产业，构建高端切
入、错位发展、集群成链的现代产业体系。

“这些产业都是都市圈内已有基础的甚
至实力雄厚的，《规划》更加注重‘集聚’和

‘高端’。”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同城化办
公室副主任陈凯说。

以制造业为例，《规划》提出要通过加强
产业分工协作的方式，提升产业链的竞争
力，最终形成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达的都市圈必须要有世界级的制造
业集群作为支撑。”省决咨委宏观经济组副
组长丁任重认为，电子信息是成都的优势产
业，应该着力于协同延长产业链，扩大区域
内产业内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吸纳集聚要
素资源，通过头部企业和重大项目引领带动
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迈进。

关键词：国际朋友圈

成都都市圈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重要交汇点，成都不仅是全国第三个
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还拥有亚洲最
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如何让“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与更多的朋友共谋
合作，共话未来？

国际朋友圈就应该“温情互动”。
在扩大开发合作上，《规划》除了分别从
南向、西向、北向作出开放部署，还将重
点放在成都都市圈内现有的开放平台

“互动”上。《规划》明确，加快德阳、眉
山、资阳、温江自贸区协同改革先行区
建设；加强综保区发展现状评估分析，
引导各综保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积
极申建国际空港综保区。

“成都都市圈与南京、福州都市圈相
比，身居内陆，开放程度不及前两者，但
有独到优势。”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
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建设，正让四川从
内陆腹地变为西向、南向甚至北向开放
前沿，成都都市圈有条件、有机会共建链
接全球的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关键词：优质生活圈

根据《规划》，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共
享，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手，突出均
衡化、便捷化、人文化、品质化，让发展
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

德阳市委书记靳磊表示，坚持公共服
务向成都看齐、与成都同质，对标成都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天府旌
城、天府数谷等重要功能区建设高质量推
进，成德同城如居一城正逐步变为现实。

胡元坤提出，坚持对标成都、共建
共享，构建“一刻钟”美好便民生活圈，
规划建设全域绿道系统，与成都共建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好成德眉资同城
化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规划建设都市
圈南部医学中心，加快建设集品牌乐
园、康养旅游、川派餐饮等业态于一体
的区域消费中心，共同形成都市圈产业
和人口的“强磁场”。

资阳市委书记蒋天宝谈到，着力
“融城”构建同城同质生活圈，深化教
育、医疗、文化、社保、政务服务、生态环
保等公共服务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推
动同城生活覆盖更广、品质更优。

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建议，“打造
城乡融合的优质生活圈，要注意区域之
间的平衡，这包括不同城市、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资源均衡，让绝大多数人都能
在生活圈中找到医疗、教育、文化休闲
等的适宜选择。”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之飏 吴亚
飞 肖莹佩

德简高速中江至禾丰段航拍图。（资料图）

从四个“圈”解读

成都都市圈这样推进同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