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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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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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
省南部，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
地，每年向中下游输送600多亿立方米
清洁水，有“中华水塔”之称。

在上世纪末，因气候暖干化和不合
理人为活动，三江源的生态一度退化恶
化，河流频频断流，湖泊大量消失，野生
动物锐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的重点改革任务。作为我
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16年3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
启动。

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是国
家赋予三江源国家公园五大试点任务
之一，也是最大难点。

青海省在试点中，将过去分散在林
业、国土、环保、住建、水利、农牧等部门
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进行整合，建立了
以管理局为龙头、管委会为支撑、保护
站为基地、辐射到村的新型生态保护管
理体制。同时，建立园地协同运行机
制，推动园地间形成共建合力。

“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间‘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国家公园建设得到了
地方的大力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局长王湘国说，过去一直是“林”
管林，“草”管草，“水”管水，整合后，弥
补了监管不到位的短板，实现了系统
管护。

近年来，“7·26”非法捕杀藏野驴

案、“8·23”非法采金案等大案要案得以
接连破获，都是生态管护员在巡护中发
现的线索。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保
护站站长韩常鹏表示，这在过去是难以
想象的。

记者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取得多项国内第
一：第一个发布林地、草地、湿地、地表
水四大自然资源本底报告，第一个完成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颁布施行
第一个由地方立法制定的国家公园条
例……

在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同时，
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吃上了

生态饭。
“这些年，湖面越来越大了，再也不

用赶着牛羊去别处放牧了。”44岁的尼
玛扎西家住扎陵湖北岸，是玛多县扎陵
湖乡卓让村的牧民。多年前，因黄河断
流牛羊吃不上水，他们家曾不得不远走
他乡。而今，他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
一边放牧，一边巡护湖泊和草场。

“像尼玛扎西这样的生态管护员，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有两
万多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负
责人介绍，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
下，建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
位机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最大的亮点。
青海省财政每年拿出3.7亿元资

金，落实“一户一岗”政策，园区内每
户有 1 名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
21600元，有效调动了牧民参与生态
保护的积极性，保护生态和民生改善
实现“双赢”。

这些年，青海省抓住青藏高原气候
暖湿化的窗口期，实施黑土滩治理、退
化草原补播、封沙育草、湿地保护等工
程，实现增草、增绿、增水；园区内48宗
矿业权全部退出，实施生态修复，抚平
生态疮疤……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
今，三江源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
遏制，千湖重现，生态全面好转。

据2021年8月发布的《2020年青
海省水资源公报》，近年来，青海三江源
向下游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
米，2020年度输送水量为954.98亿立
方米。

2021年初，在全国10个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验收评估中，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名列首位。

勇担“国家使命”，肩负“源头责
任”，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的一系列原
创性改革和探索，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
俊量说，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已经有了良
好开端，但仍需要在摸索中不断完善，

“这项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据新华社

青海：“合力”守“水塔”，生态护长流

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
界线。它由北至南，犹如一堵天然巨
壁，阻隔了腾格里沙漠的东侵，守卫
着宁夏平原。

暖春时节，位于贺兰山腹地的石
嘴山段大磴沟内桃花竞相开放。不
远处的山坡上，一群“植绿人”挖坑换
土、放置树苗、提水浇灌……“山下的
桃树是我们前些年种的，桃花盛开时
层层叠叠，今年我们又来到山坡上，
打算让这煤渣山也披上绿装。”宁夏
石嘴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
师学峰正在贺兰山上种下“希望”。

很难想象，这片桃花盛开的地
方，曾是贺兰山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
最为严重的区域。

贺兰山富含煤炭、硅石等矿产资
源，森林资源总面积达27600公顷，
动植物资源丰富。5年前，大磴沟内
散乱分布着50家煤炭企业，既有露
天开采形成的5处大型矿坑，还有连
绵不断的10余座渣山，灰尘弥天、污
水横流、山体植被遭破坏。这样的

“疮疤”不止一道，“靠山吃山”的传统
粗放式发展，令这座宝山伤痕累累。

猛药去疴才能彻底整改，刮骨疗
伤方可祛除“病痛”。重拳整治、系统修
复、持续提升……2017年以来，宁夏打
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对自然保护区内
169处人类活动点开展专项治理，矿业
权全部退出，53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
自然保护区外围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所
有露天煤矿关闭退出，45处严重损害
生态环境的点位全部完成整治。

停产整改、关停取缔等措施带来
的效果立竿见影，但复杂生态系统的

修复不能一蹴而就。针对大部分治
理区域海拔较高、土层浅薄、降雨量
少等情况，2021年起，宁夏按照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理念，通过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等措施，逐步恢
复贺兰山自然生态功能。

“5年来，宁夏先后投入各类资金
近 150亿元，治理修复面积 40.5 万
亩，退出煤炭产能1600万吨，贺兰山
老旧矿区‘黑乱差’状况彻底改观，重
点区域‘散乱污’现象得到根本扭
转。”宁夏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处处长崔奇鹏说。

贺兰山，有了眉清目秀的新气
质。2021年6月，贺兰山生态保护修
复被列入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联合推荐的10个中国特色生
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之一。

作为贺兰山环境整治重点区域，
石嘴山市今年提出“立下愚公志、绿
化贺兰山”，坚决打好绿化贺兰山攻
坚战，推动生态修复提档升级，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绿色支撑。

“围绕贺兰山石炭井沟8处矿山
生态环境治理区，石嘴山市组织百余
家单位启动了‘贺兰山分片包植增绿
’活动，今年计划植树1.2万亩，将于4
月底完成。”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局副
局长吴韶山说，从矿区关停整治，到
内外一体化生态修复，再到治理成果
系统提升，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能让
贺兰山披上绿装。

抚平“疮疤”，荒山秃岭又现绿
色、野生动物回归山谷，贺兰山正转
变成一座生态趋于平衡的“守护山”。

据新华社

抚平“疮疤”
贺兰山正变成绿色“守护山”

青海三江源风光。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