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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四川报业博物馆建设项目监理服

务已由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成发改核准
〔2020〕39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建设资金来自国家投资-非政府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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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成发改核准〔2020〕39 号）的
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标代理
机构是鑫标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内。
2.2建设规模：将闲置的食堂改建为报业博物馆，

改造面积为1896.54㎡。包括对设计范围内的拆除
工程及新建桩基、土石方开挖、砌筑工程、混凝土及钢
筋混凝土工程、金属结构工程、屋面及防水工程、保温
隔热工程、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天棚工程、楼
地面工程、门窗工程、油漆涂料工程、其他装饰工程及
加固等工程；强电工程、弱电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
工程、通风空调工程、室外景观工程、绿化工程；展陈
建设等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包含的全部建设内
容。项目建安投资额约2300万元。

2.3监理服务期：施工工期+缺陷责任期。
2.4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工程承包合

同范围内的所有项目以及展陈合同中所含全部内容、
委托人分包及暂估价工程的内容、委托人委托的零星
工程及后期监理服务；配合、协助项目结算审计的相
关工作；质量保修（缺陷责任期）阶段的相关服务。

2.5标段划分：1个标段；
2.6质量要求：达到国家现行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3.1.1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1.2 须具有国家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的单位；
3.1.3信誉要求：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

定的限制投标的情形；
3.1.4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省外

企业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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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具有全国注册监
理工程师（专业：房屋建筑工程）执业证书，/（业绩要
求），须为本单位人员。

3.1.6财务要求：
近3年或成立至今（成立不足3年的）无亏损;

3.1.7业绩要求：
2019年01月0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已完成的项

目不少于 1个类似工程业绩。
类似工程业绩是指:建安投资额达到2300万元

的公共建筑工程监理业绩；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个标段投标，可中标

的标段数量为1个。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4月12日

09:00至2022年4月18 日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
假日除外）远程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有偿获取，招
标文件售价：人民币300元/份。以电子邮件方式报
名。

电子邮件联系方式：请将报名资料（附件一《报名
登记表》）电子版、附件二《介绍信》（附经办人身份证
复印件）传至 3055570263@qq.com邮箱，联系电
话：028-87573791。招标文件提供后不退，投标资
格不能转让。

注：《报名登记表》、《介绍信》(附经办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的原件请于开标当日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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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上午09:30，投标人应于递
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当日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
达开标地点交于鑫标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逾期送
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本次招标不接收邮寄的招
标文件。

5.2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鑫标点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育仁北路 11 号 1 栋 1 单
元 18 层 1、2 号）。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西都市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
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
联 系 人：宋女士
电 话：028-86969059
传 真：/
招标代理机构：鑫标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育仁北路 11 号 1

栋 1 单元 18 层 1、2 号
联 系 人：敬先生
电 话：028-87573791
传 真：/

四川报业博物馆建设项目监理服务招标公告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瑶山，曾是贵州最贫穷落后的“三
山”之一，“九山半水半分田”，不通公
路，水源不足，土地贫瘠……

谢友明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如今，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
县瑶山瑶族乡，瑶山瑶族群众奋力走出
世代贫困笼罩的大山，与兄弟民族一起
过上小康生活。

“陀螺王”将陀螺打向世界

今年46岁的谢友明是瑶山家喻户
晓的“陀螺王”。在瑶山陀螺加工厂，谢
友明跟徒弟正在赶制一批准备发往江苏
的陀螺。“之前我出去参加陀螺比赛认识
了很多教练，现在不少外省的大学、体育
局都在我们这里订货。”谢友明说。

打陀螺，贵州瑶族同胞由传承千年
的狩猎本领演化而来的一种传统体育
运动爱好，如今不仅帮助他们在全国陀
螺比赛中摘金夺牌，还在瑶乡形成了陀
螺加工和民族特色手工艺品销售产
业。开发瑶乡文化，深化旅游扶贫，民
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变为
旅游资源和经济优势。

从1995年第一次参加陀螺比赛，
到2007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上代表贵州队参赛夺冠，再到2013
年组建瑶山白裤瑶陀螺协会，2016年
随中国代表团出访意大利多卡蒂国际
传统街头游戏艺术节，谢友明不断扩大
瑶山陀螺的影响力。

20多年前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20多年前，谢友明跟大多数瑶山人
一样还住在跟外界鲜有接触的大山里。
2002年，30户瑶山瑶族群众每户自筹
1000元、政府补助9000元，搬进了传统
干栏式新家，组建民族文化表演队，尝试
着发展旅游，这其中就有谢友明一家人。

“走出大山改变了我的命运。通过
扶贫、搬迁，越来越多瑶山人走出大山，
融入外面的世界，瑶山贫穷落后的命运
正在被改写。”谢友明说。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村民的生存环
境、斩断“穷根”，自1955年部分村民走
出深山、搬到移民新村开始，瑶山人经历
了七次搬迁，其中，2017年至2019年的
这次搬迁是瑶山搬迁史上力度最大的。
政府总投入6000余万元，安排居住在深

山里的最后246户1045名瑶族同胞当
中的206户住进县城的兴旺社区，40户
安置在小七孔景区门口的梦柳小镇。

如今，瑶山人迎来新发展期，以“五变”
为抓手，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村落变景
区，瑶山古寨4A级景区、懂蒙民族村寨给
游客揭开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秘面纱；技艺
变技能，通过开展猴鼓舞、陀螺、瑶绣、粘
膏染等非遗文化培训让人们致富有“术”；
民房变客栈，农民自己当老板；群众变演
员，参加瑶族文化表演队，还原农家生活
场景；产品变商品，大山沟沟里的土特产、
手工艺品变成被游客追捧的畅销货。

陀螺事业成发展旅游的契机

除了发展陀螺生产加工、组织表演，
瑶山白裤瑶陀螺协会先后培养几百名陀
螺爱好者，其中20多人参加省级比赛获
奖，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冠
军陆东衡就是谢友明在学校里带的徒弟。

看到瑶山发展旅游的契机，谢友明
打算把老房子进一步改造，建一座陀螺
传习馆。谢友明说，他曾经是个地地道
道的大山里的农民，没想到依靠打陀螺
的技艺能走出大山，但大山是他的根，
后来尽管县里调他去民族宗教事务局
上班，他还是选择回到养育他的瑶乡，
回归他热爱的陀螺事业。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游客少一些，
表演和旅游商品销售都受到影响，不过
我们趁着空闲不断改进陀螺生产工艺，
还开发了几款新产品，希望等明年贵南
高铁开通后，瑶山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
遇。”谢友明说。 据新华社

记者赶到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
下庄村时已临近中午，55岁的村民陈
祖英正在厨房忙个不停。苕粉粑、洋
芋、拌萝卜丝，一道道当地特色菜陆
续上桌。她家的农家乐已经来了两
桌客人。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下庄村，四
周被千米绝壁合围，犹如陷在天坑
中，因此又被叫作“天坑村”。为了摆
脱贫困，1997年开始，下庄村村委会
主任毛相林带领村民，用7年时间在
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出山公路。

路修好了，村里的年轻人不再困
在“天坑村”了，一个个出去打工挣
钱。现在，村里日子越过越好，越来
越多的人回到了下庄村。

年轻时，陈祖英参与过修路。后
来，为了让儿女在县城上学，他们一家
搬到县城，开了个小饭馆。如今，儿女
大学毕业，陈祖英又回到下庄村。

“去年2月我刚回来时，村里只有
一家农家乐，来参观的人多了，有时吃
不到饭。”陈祖英将老屋翻新，开起下
庄村的第二家农家乐，可以接待9桌
游客。每接待一桌客人可以收入200
多元，还能拓宽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
路。去年有4万多人来下庄村旅游。

今年3月，陈祖英的女儿袁孝鑫
也回来了。大学毕业后，袁孝鑫曾在
重庆市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她说，自
己从小在下庄长大，觉得村里随处是
风景，如今村里越来越好，给了自己
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回到村里后，袁孝鑫在下庄人事
迹陈列室当讲解员，并担任村里“政

策宣讲服务队”副队长，负责向村民
们解读政策文件，宣传村规民约。此
外，她还有自己的一番计划。

“我想改造家里的老房子，在二
楼阳台建咖啡馆。还想学习手工编
织，做手工艺品卖出去。”

这段时间，28岁的袁青松正开着
挖掘机修建下庄村河谷的一条旅游
环线路。他也是回家创业的年轻人
之一。

2010年，他沿着父辈们修好的
路走出大山，到重庆学习开挖掘机。
在外打拼了10年后，又沿着这条路
回到下庄村。

“我用挖掘机干一天的活儿，他
们当时得干一个月。”袁青松笑着说，

“父亲修路是为了下一代走出大山，
我今天修路，也是为了下一代。”

63 岁的老支书毛相林也没闲
着。除了发展乡村旅游，他又请来农
业专家带领村民发展柑橘、桃、西瓜产
业。光是种柑橘一项，去年村里平均
每户收入就达8000元。“2021年全村
人均收入超过1.7万元。”毛相林说。

59岁的杨元鼎当年参与了修路，
路修好以后就外出打工。2018年9
月，他又回到下庄村，和两个亲戚一起
开了农家乐；杨亨凤2010年大学毕业
后留在了上海，在上海工作10年后回
到了下庄村，正筹划发展下庄村的养
殖业，结合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昔日出山的“天路”，如今成了乡
村“振兴路”，越来越多的人踏着这条
路回到家乡，为下庄村的发展贡献力
量。 据新华社

“陀螺王”和大山的故事

4月6日，谢友明（左）跟徒弟正在加工陀螺。新华社发

2017年12月，谢友明在瑶族文化
艺术节上表演花式陀螺。 受访者供图

“出山天路”新气象
青春作伴好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