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王浩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四川06

1. 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四川报业博物馆建设项目(项

目名称)已由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审
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关于四川报业博物
馆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成发改核准〔2020〕39
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建设资金来自 自有资金（资金
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招标人为 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造价咨询进行公开招标。

1.2本招标项目由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成
发改核准〔2020〕39 号））的招标组织形式为 自
主招标 。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1建设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内。
1.2 项目规模：将闲置的食堂改建为报业博

物馆，改造总面积约为1900m2，主要包括抗震设
防、结构加强、外立面改造、装饰装修等；博物馆
展陈建设，信息化系统建设；配套建设广场、景
观、照明、电力通道、标识等室外总图工程。

1.3本次招标范围为
1.3.1 建筑物加固改造的设计概算审核、工

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施工阶段全过程造
价控制等。

1.3.2展陈施工的设计概算审核、施工图预算
审核、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等。

1.4服务周期：以合同为准。
1.5标段划分：1个标段。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资质要求：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如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省

外企业须同时提供在有效期内的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官网已公开的入川信息网页截图。

3.1.2业绩要求：
2019 年 1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已完成或

正在进行不少于1个类似业绩。

类似业绩是指: 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房建项
目涵盖设计概算审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
编制和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可单个合同，
也可多个合同证明），涵盖上述三方面工作算1个
类似项目。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符合公告要求、有意愿参与的投标人请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09:30～11:30，下午14:00～18:00）（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员工
活动中心 106 室（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进行报名。

报名时，必须携带：①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注明报名的项目名称），以
上资料收加盖投标人鲜章的原件；②经办人身份
证、企业营业执照，以上证件核验原件并收加盖
投标人鲜章的复印件。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为 2022年 1月12日18时00分，地点：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员工活动中心106室（成都市
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投标文件不接受邮寄。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西都市报、四川省公共
资源交易信息网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
邮 编：610000
联 系 人：宋女士
电 话：028-86969059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1 年 12月 24日

四川报业博物馆建设项目(项目名称)造价咨询招标公告

12 月 27 日晚，一群热爱历史和
考古的幸运观众走进新一期的“名人
大讲堂”，一起聆听了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为大家带来的《三
星堆文化与历史》讲座。

龙女士一家三口都是“名人大讲
堂”的忠实观众，尤其儿子杨牧宇，从
小学开始就一直“驻守”，在去年的

“名人大讲堂”陈寿主题月讲座中，还
当了一回传习志愿者，同主讲嘉宾进
行了交流。今年，杨牧宇上初一了，
虽然家庭作业更多了，但龙女士认
为，听“名人大讲堂”仍然比较重要。

“他从小就喜欢历史，梦想是当
历史学家。所以大讲堂我们只要能
报上名，几乎期期不落。”龙女士告诉
记者，杨牧宇去过三星堆遗址、金沙
遗址，还去陕西看过兵马俑。

因为儿子对历史的喜爱，龙女士
和先生也都成为了历史爱好者。龙
女士提到，“名人大讲堂”的确为儿子
的知识储备、作文素材提供了极大的
帮助。这次孙教授讲的知识非常密
集，都是“干货”，“小朋友写作文的素
材又丰富了不少。”

已经退休的吴女士也是“名人大
讲堂”的忠实观众，这次还叫上了几
位朋友一起报名参与。“我每一期都
会报名，但因为疫情的原因讲座能来

的人变少了，如果不能到现场听，我
就会去翻封面新闻的APP看回放，目
前我每一期都是看了的。”

吴女士是地道的成都人，对三星
堆和金沙遗址一直非常关注，之前也
有些许了解，听了讲座后，她对三星
堆的文化感觉更有体系了，“从古蜀
历史、古蜀文明，到三星堆、金沙，原
来都是非常碎片化的，觉得三星堆很
神秘，现在有了更系统的了解。”

来自长虹集团的孙先生，则是
第一次来到“名人大讲堂”，他是一
位名副其实的理工生，从事机器人
的算法研究。虽然从事的工作似乎
和历史考古沾不上边，但孙先生却
是一名资深的考古爱好者，从二里
头文化到三星堆，孙先生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

看到宣传后，孙先生第一时间报
了名。当晚大讲堂，他记了满满三页
笔记。孙先生说，自己一直都知道孙
华教授是研究三星堆的知名学者。
他来听讲座的目的并非浅显地走马
观花了解三星堆之大概，而是希望深
入地了解三星堆的一些专业知识。

“孙教授用浅显生动的语言来讲这么
深奥的考古学知识，我的目的也达到
了，今晚受益匪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名人大讲堂”2021收官之夜

超305万网友围观
再创新纪录

12月27日晚的“名人大讲堂”，因为
孙华教授是以“三星堆文化与历史”为主
题，此前报名链接上线时，又有四川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微博大V
相继转发，因此，到现场聆听讲座的名额
一抢而空。

线下的讲座名额都如此抢手，线上
的直播自然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围
观”，当晚，【名人大讲堂｜三星堆如何一
醒惊天下·北大教授孙华开讲】直播，在
封面新闻客户端上观看量共计 102.8
万。此外，据数据显示，该直播还在封面
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共计获得 33.6
万人次观看，而今日头条、手机百度、新
浪新闻、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共计观看
量也达到 26.6 万、以上共计 163 万人次
在线观看。

与此同时，截至讲座结束时，该场直
播在川观新闻直播客户端观看量为65.4
万，在四川观察客户端点击量为 76.8
万。据全网统计，共有超过305.2万网友
观看了此次直播。

自 2018 年 11 月正式开启以来，由
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
人大讲堂”，早已经成为一个“千万”量
级的 IP。

截至12月27日晚，“名人大讲堂”在
2021 年所举办的九场讲座，全网的总观
看量已突破 1430.3 万次，这是继 2019
年、2020年之后，“名人大讲堂”再次达成
上千万的“KPI”，可见该活动持久的影响
力和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名人大讲堂”忠实观众一期不落：

“所讲内容成为孩子的作文素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可欣摄影 陈羽啸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今年
3月后，三星堆陆续“上新”，再次震惊世
人。作为2021年的收官一讲，这次孙华
教授主讲三星堆文化与历史的讲座开
始前，封面新闻面向大众征集了4名传
习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学校的不同
专业，但都十分关心三星堆文化及发掘
工作。讲座结束后，4名传习志愿者又
向孙华教授请教了各自准备的问题。

在今年9月的发掘中，三星堆的7、
8 号祭祀坑，都曾出土过百余根象牙。
大学生吕博文对此非常好奇，他向孙教
授提问：“如今的成都平原是没有野生
大象的，那么当时数量如此之多的象
牙，是从哪里来的呢？”

孙华教授大胆推测，那时的四川盆
地，可能确实有大象生存。“商代的时候
气温比现在高两三摄氏度，正月高四五
摄氏度，据说在黄河流域那个时候也都
还有象。”孙华教授介绍，根据8号坑发
现的300余根象牙推测，当时应该捕获
了500余头大象，数量巨大，来自本地
的可能性比较大。

孙华教授说，还有一个可能性，就
是三星堆的影响力到达了云贵高原的
北部，而这些象牙则来自那里。“不过，
这些都还需要验证和考究，我们可以通
过分析象牙里的微量元素，来推测它们
到底来自哪里。”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常出现一
些长着高鼻梁大耳朵的人像，充满了未
来感和科幻感。大学生郝莹向孙华教
授提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在材质、形
态和用途上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都非常
不同，造型很夸张，在现在的人看来甚
至有种科幻感，这有什么依据或文化背
景吗？”

孙华教授在当晚讲座中曾提到，这
些夸张的造型体现的是当时贵族的一
种形象。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又补充
道：“这些铜像都是程式化后的东西。
考古学家、艺术史专家、人类学家一般
不会说艺术像哪一个人种、族群，因为
艺术要创造。”据孙华教授介绍，三星堆
的铜像没有个性，只有共性，也是因为
传统的模式化、程式化，加上艺术创作
而造成的结果。

就读于成都某小学的学生冯天婴
好奇地向孙华教授提问：“三星堆遗址
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古蜀历史究竟有
什么意义？”

“它对我们重新认识古蜀国的历
史，提供了物质的证据，”孙华教授耐心
地解释道，“我们过去只知道春秋战国
时候的巴蜀文化，讲的是巴人和蜀人。
现在我们知道更早的时候，可能相当于
古史传说中的柏灌、鱼凫这样的时期，

我们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就有着可能
和古蜀人相关的、高度发达的文明。”

来自成都理工大学环境设计专业
的冯婧，既对三星堆文化感兴趣，曾经
也了解过孙华教授的相关讲座。她从
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孙华教授请教三星
堆“法天象地”的规划方法，于现在的城
市规划里，有何借鉴意义。

“我们刚才说到的，三星堆这样的
城市规划，在隋唐洛阳城以后就没有
再用了。我把原因归结为儒家的法地
思想，战胜了法天的思想。”孙华教授
认为，这种“法天”的规划方式，通过三
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应该把它发
掘出来。

“法天象地的基本思想，我想在于
‘法天’。”孙华教授介绍，利用人工灌渠
的两岸进行象征，以东西轴线作为主轴
线、南北轴线为次轴线等等方面都可以
运用在现代城市规划里。

孙华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古蜀国的物质证据，也能为现代城市建设所借鉴

孙华教授（左）与传习志愿者现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