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王浩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要闻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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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怒江大峡谷行走，经过的每
个乡镇、村寨，最漂亮的建筑几乎都是
学校。”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
市大兴地镇格力小学校长吴金凤自豪
地说，“我们小学就是其中之一。”

坐落在怒江边的格力小学于
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是广东省珠
海市为泸水市维拉坝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目前在读学
生486人，其中大多是傈僳族，约一
半为脱贫户子女。

怒江州曾是我国深度贫困的“三
区三州”之一，当地不仅山高谷深、自
然条件恶劣，人均受教育年限低、劳
动者素质普遍偏低更是制约当地发
展的主要因素。

自格力小学建成以来，珠海市连
续数年派骨干教师到这里支教，帮助
学校组建了校园广播站、足球队、合
唱团。吴金凤说，“最大的改变是，孩
子们眼里有光了。”

不仅在怒江，近年来，云南大力
推进义务教育“全面改薄”工程，逐步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2018年底，全省中小学、幼儿园C级
校舍加固改造工程任务全面完成，彻
底告别了C、D级危房。

与此同时，云南农村地区学校的师
资力量也在迅速提升。今年3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云南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71.17%。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镇雄
县，曾是我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
的县。这里曾经是贫困“锅底”，如今
正在筑起教育“高地”。2016年，镇

雄县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创办的云
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投入使用，
引入由云南师范大学10人组成的专
家团队到镇雄办学。2020年和2021
年，这所高中连续两年本科上线率
100%。其中，2021 年一本上线率
90.1%，有246名学生考入“双一流”
高校。该校2021届毕业生李祥勇家
曾是贫困户，经过数年寒窗苦读，他
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技术类专业。

在云南偏远山区，越来越多的学
生像李祥勇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追
寻梦想，也有越来越多学生在学业有
成后回归家乡，接力播撒希望的种子。

29岁的周云丽是云南丽江华坪
女子高中的第一届学生。2015年，
她大学毕业后原本已应聘到一所中
学教书，但听说母校缺数学老师后，
她毫不犹豫以代课老师身份回到华
坪女高教书，直到一年后才转正。

如今，她和华坪女高的许多老师
一起，接过了校长张桂梅手中的接力
棒。“张老师一直期待着有女高学生
能考入清华、北大，我想帮她实现这
个愿望。”她说。

前不久，云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文件宣布，将从全省一级一
等和一级二等普通高级中学中遴选
一批学校，以组团帮扶的形式选派
500名教师，助力云南27个国家级和
3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升
中学教育教学质量。

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云南
大山里的教育之变仍在继续。

据新华社

在藏北草原 守望“高原精灵”

在保护区内拍摄到的藏野驴。新华社发

洛桑日达（左）与队友正在观察野
生动物。 新华社发

过去的贫困“锅底”
正筑起教育“高地”

4月的傍晚，金色的霞光洒落在绵
延的草原上。远处成群的藏羚羊、藏野
驴时而低头进食，时而迈步奔跑。

这里是被称为人类“生命禁区”的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5000
米以上，也是独特而顽强的“高原精灵”
生长的乐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多措并举保护生态环
境，取得良好成效。如今，一幅“最美第
三极”的画卷在藏北草原缓缓展开。

“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

西藏双湖县城以北的亚阿木管理
站内，前夜生起的火炉早已熄灭。随着
黑色的羊粪倒入火炉，屋内开始暖和起
来。

作为亚阿木管理站最年轻的管护
员，24岁的洛桑日达经常早起生火。

“燃料最常用的还是动物粪便，火炉是
双湖这地方的标配。”他说。

双湖县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全国海拔最高县。这里空气含氧
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0%，每年8级以上
大风天数200天以上……

作为一名管护员，洛桑日达和另外
7名队友是这片无人区的守望者。

每日清晨，洛桑日达和他的伙伴们
便骑着摩托车向着无人区深处进发。
一本记录本、一支笔、一包糌粑和牛肉
干、一副望远镜，就是他们的常用装
备。他说：“我们平常最多会行进100

多公里，有时看到被铁丝网困住的野生
动物，还会进行救助。”

“我们的工作通常都是巡逻和记
录。”洛桑日达说，“每次巡逻我们都会
对沿途遇到的藏羚羊、藏原羚、狼、棕熊
等野生动物的数量、种群、性别进行分
类和记录，以便更好地监测野生动物数
量的变化情况。”

走进亚阿木管理站，墙上挂满各类
野生动物科普图和各式保护标语，让记
者印象深刻。“我们平常还会前往牧民
家中分发科普材料，让牧民也了解保护

野生动物的意义。”副站长达嘎说。
2015年7月，西藏开始羌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
作。据了解，目前自然保护区内共有
73个管理站、780名管护员。

“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喜欢远
远地望着这些‘精灵’自由地奔跑在这片
属于它们的土地上。”达嘎说。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羌塘高原
87%的家庭经历过人与野生动物的冲
突，其中包括雪豹、棕熊等野生动物对
人类日常生活的“发难”，以及日益凸显
的草畜矛盾。

为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难题，
让部分牧民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过更舒
适的生活，给野生动物腾出“家园”，
2018年6月，西藏开始实施极高海拔生
态搬迁项目。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把藏
北高寒草原还给它们，让它们更好地生
存。”牧民仁增说，他们一家2018年从

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搬迁到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古荣镇。

人退草进。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
的自然资源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全区
80%以上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羌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也迎来
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

此外，为更好地解决人与野生动物
的冲突，西藏各地先后开展野生动物肇
事补偿商业保险业务。截至目前，兑付
补偿资金7.22亿元，实现了群众利益维
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双目标。

“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近年来，西藏境内一些高原特有珍
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明显恢复。
截至目前，藏羚羊由5万只增加到约30
万只，黑颈鹤由不到 3000 只上升到
8000多只，野牦牛、棕熊、狼、沙狐等野
生动物数量也有明显增加。西藏已累
计投入121亿余元全力实施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与建设。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我
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
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
区，栖息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雪
豹、黑颈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0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1种，被
誉为“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

阿里地区先遣乡扎布管理站副站
长琼努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如
何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应当去
学习和实践的，这也是我们留给后辈最
珍贵的宝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