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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由于印务公司一台生产

用YORK空调机组故障停机需要检修恢复使
用，拟采购YORK空调压缩机大修和机组维修
项目供应商一名。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
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本项目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项目内容：YORK 空调压缩机（型号

YDHF-41DD，一 台）大 修 和 机 组（型 号
YKACABP55CKF，一套）维修项目。

3.项目实施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288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4.招标内容：按照YORK空调检修标准要
求提供YORK空调压缩机大修和机组维修服务
含压缩机拆除、吊装、运输、大修压缩机、压缩机
安装、现场机组维修、整机调试等全部服务，保
证空调机组经维修后系统功能运行正常，且符
合设备运行原厂标准和招标人具体要求；

5.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6.资金来源：自筹，已落实。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注册，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其他组织，或
是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
人分支机构。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
计制度。

3、项目负责人应有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
理作业证书，不得借用、挂靠他人证书或资质。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设施。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良好记录。
6、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2019年1月1日以来至少具有2个空调
压缩机大修业绩。

8、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领取
1、领取所需资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含加盖公章并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以上证件应为加盖公章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消
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证书，以上证件查验
原件并收盖公章的复印件。

2.领取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总经办。（本项目
不接受邮寄获取招标文件）

3.领取时间：2022年8月15日——19日
（上午9点-下午4点）。

4.领取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28—85952012
五、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

务公司总经办。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2年8月30

日上午11点。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至上述
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收,不接
受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2年8月30日。
开标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028—85952012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2年8月15日

招标公告

珍惜用好“天府粮仓”每一寸土地

成都将打造“一带十园百片”核心区域

天府之国农业优势明显。

四川重点群体纳税人
享受创业就业税收优惠近1亿元

成都绕城高速两侧，将有十万亩粮
油产业带，大地景观壮美秀阔，“天府粮
仓”名不虚传。

8月16日，《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成都片区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正式印发。根据《实施方案》，
成都力争通过3年努力，提升建设1个十
万亩粮油产业带、10个以上十万亩粮油
产业园区、100个万亩粮经复合产业片
(园)区（简称“一带十园百片”），打造形成
农田标准化、土地股份化、生产规模化、
品种优质化、全程机械化、主体职业化、
服务社会化、产品品牌化、管理数字化、
效益多元化“十化同步”的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核心区。

布局建设
100个万亩粮经复合产业片 (园)区

《实施方案》对“天府粮仓”成都片区
建设布局进行了明确。根据《实施方案》，
成都市力争通过3年努力，提升建设1个
十万亩粮油产业带、10个以上十万亩粮
油产业园区、100个万亩粮经复合产业
片 (园)区。到2024年末，园区面积占全
市耕地面积的75%以上，建成国家级和
省级粮油（粮经）产业园区15个以上，全
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70万亩以上、产
量230万吨以上，油菜、蔬菜面积分别稳
定在170万亩、260万亩以上。

“一带”：在中心城区环城生态区成
都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500米范围内及
周边7大楔形区域，打造以稻麦、稻油轮
作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为主的十万
亩粮油产业带，营造壮美秀阔的大地景
观，集成应用展示良田、良种、良法、良
机、良制“五良”融合新模式新机制。

“十园”：在粮食主产区（市）县布局
15个十万亩粮油产业园区。在西部和
南部平原地区的崇州市隆兴和道明、大
邑县蔡场和安仁、邛崃市牟礼和临邛、新

津区宝墩等镇级片区，提升建设7个以
水稻-油菜（小麦）为主导产业的园区；
在北部平原浅丘地区的彭州市濛阳和敖
平、新都区军屯、青白江区姚渡等镇级片
区，提升建设4个以水稻-蔬菜为主导产
业的园区；在东部丘陵地区的成都东部
新区董家埂、简阳市禾丰和三星、金堂县
福兴等镇级片区，提升建设4个以玉米
—大豆为主导产业的园区。

“百片”：在十万亩粮油产业带和十
万亩粮油产业园区之外的区域，以镇（街
道）为片区，突出区域粮油产业本底和优
势特色产业，布局建设100个以上万亩
粮经复合产业片（园）区。

以粮为主
核心区内耕地每年至少种一季粮

此次《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将“珍惜
用好每一寸土地”，遵循成都平原农田肌
理、水文特征、资源禀赋，按照全域规划、
应纳尽纳要求，把永久基本农田优先纳
入规划范围，全覆盖布局高标准农田，并
坚持“以粮为主、粮经统筹”的原则，集中
集约、高质高效推进，积极引导先进要素
集聚，推广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和利益
联结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复合、城乡融合

的都市现代农业形态。
今后，“一带十园百片”区域内耕地

每年至少要种植一季粮食作物，重点发
展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鼓励发展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统筹考虑城市

“菜篮子”供应需求，发挥水旱轮作传统
种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粮—油、粮—菜
复合种植。

成都市还将修订完善成都市现代农
业功能区及园区分类认定标准和补助政
策，在市级现代农业园区评定中，优先支
持粮油产业带、产业园区、产业片（园）
区。自2022年起，采取竞争性评选的方
式，对“一带十园百片”进行考评认定。

十化同步
构建现代经营体系体现“更高水平”

如何在建设“天府粮仓”成都片区的
同时，持续促进粮油增产、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实施意见》提出了“十化同步”，将
打造形成农田标准化、土地股份化、生产
规模化、品种优质化、全程机械化、主体
职业化、服务社会化、产品品牌化、管理
数字化、效益多元化的新时代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核心区。

据悉，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
为首要目标，成都市将优先安排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改良土壤肥力、耕地地
力，实现“一带十园百片”区域内高标准
农田全覆盖，道路通达度平原区域达
100%、丘陵区域达90%以上，农田灌溉
保证率达80%以上，地力提升0.3个等
级。同时加强科技协同创新，在产业带
及每个产业园区打造1个千亩科技研发
应用核心区，每个产业片（园）区打造1
个百亩科技研发应用核心区，在此基础
上突出全程机械化，促进农机农艺深度
融合，“一带十园百片”区域内新品种、新
技术、新材料推广应用面达98%以上，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要达90%以上。

围绕现代经营体系，《实施方案》指
出将突出土地股份化，大力推广以“土地
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
合服务体系 ”为核心的“农业共营制”，
强化利益联结，探索保底分红、二次返
利、购买保险、风险补助、应急资金支持
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进
培育一批以专业化从事粮油规模化生产
经营为主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粮大户，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
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粮油
生产全产业链，努力实现每个产业带、产
业园区有若干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一带
十园百片”区域内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
职业经理人覆盖面要达100%。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将突出生产规模
化、服务社会化，效益多元化，依托土地股
份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土地
入股、租赁流转、全程托管等方式，将一家
一户分散的农地集中起来，结合高标准农
田建设，打造规模连片的生产基地，推进
绿色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广“一年多季”

“一田多收”“一业多效”发展模式，打造大
美田园景观和农业观光景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华西都市报讯（周津羽 吴杰 记
者 刘旭强）8月1日，眉山吉香居车
间里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在其
辅助性就业车间内，杨静与其他残
疾人员工进行着泡菜原材料的清理
和挑选。“由于残疾，之前只能简单
干点农活，现在在厂里一年能挣到3
万多元。”上个月，杨静在吉香居找
到了合适工作，对未来充满期望。

这家拥有1600余名员工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吸纳了来自眉山、乐
山、遂宁等地的多名残疾人，残疾人
员工占在职员工人数比例近三分之
一。公司财务负责人唐勇介绍，企
业安置残疾人就业的资金部分来自
于税收政策支持。今年以来,企业
已享受安置残疾人就业带来的增值
税即征即退优惠近3400万元。

在攀枝花，退役回家创立货运
部的“00后”熊先淋也算了一笔账。
今年以来，他享受到了退役士兵创
业就业税收优惠8000元、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增值税近15000元、支持
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7000余元。3
万多元税惠红利，让他对经营充满
了信心。

“抓不好就业，保民生就无从
谈起。”记者了解到，今年初，四川
省人社厅主要负责人表示，2022

年四川要提高全省城镇就业人数、
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如何落实？
残疾人、农民工、有就业意愿的自主
就业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稳就业保
障是关键一环。据悉，截至7月，四
川省已有超过3000户纳税人享受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近 1
亿元。

保就业，稳住市场主体也是关
键。今年来，受疫情影响加上铝材
料价格波动较大，广元市主营高端
铝基新材料的四川久达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一度资金短缺。1450万元
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到账，化解了
企业诸多难题。“看着十四条生产线
开足马力生产，公司上下都有了信
心。”公司办税人员李晓盈说。此
外，当地税务部门还制作政策明白
卡，上门精准宣传辅导，帮助企业申
请享受特困行业阶段性社保费缓缴
30余万元。

一笔笔税惠红利的兑现帮助
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为稳岗就业注
入了资金活水。记者从四川省税
务局获悉，截至7月20日，全省共
办理留抵退税超940亿元，为6000
余户企业办理社保费缓缴超10亿
元，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兜牢了
民生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