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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拟针对集团及所属单
位开展2021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为确定
本次审计的中介机构，现将有关招标事宜公告
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及所属单位2021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服务。
（二）招标范围
本次审计范围为集团及所属的全资及控

股单位（共76家），包含年报审计（集团及各单
位）、各单位工资专项审计（不含集团本部及集
团汇总）、集团专项资金审计、集团审计情况说
明及集团财务决算专项说明的审核。

（三）服务期限要求
本项目原则上应于2022年4月20日前出

具各项审计报告。
（四）项目限价
本项目限价：人民币65万元。
（五）公示平台及期限
本项目在四川在线进行公示，同时将在华

西都市报进行刊登。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有效存

续，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备法定执业资格且连续执业三年以

上；在四川省有常驻机构，具有良好的执业质
量记录；

3.具有规范健全的质量管理、风险管理等
内部管理制度；最近一个年度年检合格且具备
完成工作所必须的专业团队；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记录和社会声誉，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4.投标人近3年内无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相
关部门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
分或全部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或撤销等
行政处罚；无因审计质量等问题被国家相关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两次（含两次）以
上；不存在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明确不适合
承担企业审计工作的情况；未处于财产被接

管、冻结、破产状态；从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黑名单）；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人
名单；未处于投标禁入期。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本招标项目采用线上或现场报名方式，

报名需准备的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执业证书副本；
（2）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
（3）经办人身份证（正反两面）。
采用线上报名方式的，以上材料的原件

（可提交扫描件或照片）、复印件（盖鲜章）发送
至招标人指定邮箱：924733896@qq.com，经
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
文件。

采用现场报名方式的，以上材料除经办人
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收盖鲜章原
件外，其他材料均验原件，收复印件（盖鲜章），
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纸质版招
标文件。

2.报名时间、地点：
2022年 3月 18日至 3月 22日，上午9：

00—11：30，下午2：00—5：30。地点：成都市
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
区集团总经办。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2年3月

25日17：00时。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成都市锦江区红

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
经办。

3.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至上
述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4.招标人仅接受投标人现场递交投标文
件，拒绝接受以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邮
寄等形式的投标。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老师
电 话：028-86968913

招标公告

一个月前，中科院成都分院的官网
上，悄然挂上了一条公告。“中国科学院
成都分院已搬迁至四川天府新区新址
办公，办公地点及通讯地址由武侯区人
民南路四段9号变更为四川天府新区群
贤南街100号。”

从华西坝到兴隆湖畔，这是中科院
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分院迁建工程，也
是四川科技领域的一件大事。这也意
味着，这个诞生于1958年的“老科研”机
构将迎来新发展。

华西坝，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这里
承载着老成都最开始的科学记忆。20
世纪初华西协和大学成立，成为中国现
代高等医学教育发端之一，至抗战时期
接纳西迁的五所大学联合办学，教育、
科研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
壮成长。

科学城，位于四川天府新区，这里
被赋予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战略使命，是未来的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将聚集一批西部地区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院所和大学创新
平台，以及百余家高新技术重点企业。

从成都科研的始发地，到面向未
来的科创中心和科研高地，中科院成
都分院此次搬迁有何重要意义？来到
新园区之后又将有怎样的作为？带着
这些问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对话了中科院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
院长王嘉图。

走过64年
如今“入住新园区启航新征程”

记者：中科院成都分院经过 60 多
年的发展，已经和成都密不可分，并成
为全国举足轻重的一支科研力量。能
不能回顾一下中科院成都分院是怎样
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王嘉图：中科院成都分院一步步
发展起来，我们对华西坝园区也是有
特殊情感的。有天下午我专门到老
园区里转了一圈儿，出来以后在外面

“苍蝇馆子”里吃了个饭，然后发了个
微信，我说带不走的还有华西坝园区

“苍蝇馆子”的味道，我们会把这些珍
藏在内心。

从头说起的话，中科院成
都分院成立于1958年，当时名
称是中科院四川分院，成立时
的核心和重点是围绕西南地区
的战略需求，对西南地区存在
的特色领域设立研究所，比如
针对西南地区天然气的开发利
用，成立了中科院成都有机化
学研究所；针对西南地区丰富
的生物资源，成立了中科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以后，广大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
学的春天。1978年 1月17日，
中科院成都分院正式成立，占地
205091平方米的华西坝园区也
由此诞生，是集科研和生活于一
体的综合性科研基地。

2016年10月，位于四川天
府新区的成都科学城园区破土
动工。2018年 5月，中国科学
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成都
市与中科院成都分院签署协议
共 建 国 科 大 成 都 学 院 。 至
2021 年底，占地3700亩、建设
用地1800亩、建筑面积70万平
方米的成都分院新园区建成。
2021年12月23日，中科院成都
分院举行“入住新园区 启航新
征程”仪式，开启入住新园区的
新篇章。

中科院成都分院从华西坝搬迁到科学城，记者对话王嘉图院长

迁址科学城 助力成渝双圈打造科技创新中心

中科院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王嘉图

履行新使命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记者：请问这次搬迁有哪些考量？搬
迁对于中科院成都分院又有怎样的意义？

王嘉图：我们的华西坝园区虽然占地
320亩，但工作区只有110亩，发展空间
已经相对狭小了，为谋求未来进一步发
展，我们就打算用置换的方式寻求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从老园区搬到新园区，换了
瓶子不换酒也不行，怎么样在新时期做好
规划和创新发展就非常重要了。

随着国家提出要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两中心两高地”战略定位的提
出，尤其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这一点，和我们“服务国家战略，助
推成渝发展”的理念十分契合。因此，我
们的使命就非常清楚了。而成都科学城
也借此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科研高地”和“成渝综合性科研中
心主阵地”，所以我们选择搬迁到科学城
来开始我们的新使命。

对国家战略需求赋予我们的新使命，
我们打算建好国家实验室，如天府实验室
和兴隆湖实验室；其次要建好国家的大科
学装置和科教基础设施平台；同时要围绕
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近十年来我们技术转移转化已为企
业新增产值2000多亿，搬迁到新园区后，
我们打算尝试以基金+成果+公司的形
式，通过市场化的基金运作模式，助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

此外，新园区投入使用以后，我们计
划将这里建成成渝地区科技创新中心的
一个核心区。中科院成都分院将会带动
更多研究团队入驻园区，同时聚集一批
愿意到成都发展的相关企业。我们的周
边已经聚集了一批科技创新力量，一边
是独角兽企业聚集地，一边是聚焦人工
智能、科技金融的天府海创园。同时我
们也可以为周边创新型企业开放我们的
研究所，共享大型科研设备和科研数据，
并组织一系列学术交流，形成科研条件
的支撑。

在人才聚集方面我们也将有所作
为。建房子容易，吸引人才难，我们将依
托园区内的各个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大
学成都学院，以及北大、清华、北航等学校
的科研团队，聚集1万余名科创人才，为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
供人才保障。

压力有点大
更多思考的是“怎么能出成果”

记者：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离开了
工作几十年的老园区，来到一个崭新的地
方，内心有哪些感想？

王嘉图：虽然从待了几十年的园区搬
家了，但科学家的本质不会变，我们的职
责使命不会忘，都是关心在科技创新上能
做出什么成果，能为社会作出哪些贡献，
无论新旧园区，这些是不会变的。

当然，从华西坝园区搬过来以后，我
们的办公条件和研究条件都上了好几个
台阶，到这来后，大家心情其实比较复
杂。老园区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我们的记
忆和情感，还包括老科学家勤勤恳恳工作
的精神和形象，我们会永远记在心中。

过去我们忘不了，到了新园区以后，
我们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压力。科研对
外在条件的要求是一方面，但我们更应该
思考的是，在这个新的良好环境下，我们
要去做什么，怎么样能出成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杨涛 摄影报道中科院成都分院一景。

中科院成都分院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