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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封面传媒被认定为第四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目前正进一步推进相关建设工作及打造工
作成果展示系统工作。该基地建设计划在四川日报
报业大厦8楼中庭及A区、B区进行建设。针对发展
需要现采购一批交互展示屏幕、多媒体服务器、LED
显示屏、视频处理矩阵、接收卡、三维扫描仪、3D打印
机、渲染系统、AR眼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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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封面传媒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建设相关采购；
3.项目最高限价：43万元
4.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8楼B区；
5.招标内容：多媒体服务器、LED显示屏、三维扫

描仪、3D打印机、渲染系统、AR眼镜等；具体技术要
求、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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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独立法人资格的，或
为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
机构；

2.投标人若非投标产品制造商，必须获得产品制
造商针对本项目核心产品专项授权（多媒体服务器、

LED显示屏、视频处理矩阵、接收卡）。
3.财务状况报告。投标人须提供：提供2021或

2022年经第三方审计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投标人
2023年成立的，应提供2023年最近一个季度或一个
月的财务报表，内容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
现金流量表。

四、领取招标文件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上

证件应为加盖鲜章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以上证件

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领取招标文件地点和时间
领取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
领取时间：2023年 5月6日—— 5月11日（上午

9点-11点，下午2点至6点）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时间
投标（或邮寄）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
投标（或邮寄）时间：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6

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收,不接受
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蒋老师，电话：028-86969016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5月5日

招标公告

为真实反映“5·12”汶川特大地震15
年以来，汶川及周边重灾区地震亲历者的
生产生活状态，客观展现汶川地震受灾
地区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等高
质量发展情况，“5·12”汶川特大地震十五
周年纪录片《亲历者说》已全面摄制完成，
并拟于2023年5月12日在优酷视频、腾
讯视频等国内知名视频播放平台及阿
坝州电视台、汶川县电视台等平台正式播

出。5月9日下午，《亲历者说》在峨眉
1958电影城艺术厅举行了新片发布会。

嬗变十五载，旧貌换新颜，汶川书写
了从悲壮走向豪迈、从豪迈走向美丽、从
美丽走向振兴的壮丽篇章。2022年 7
月，汶川县决定启动拍摄《亲历者说》纪
录片，选取来自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
亲历者，从他们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的生
活，听一听他们的心声，共同感受地震灾

区翻天覆地变化背后的精神伟力。
纪录片《亲历者说》共计15集，主人公

不仅限于汶川当地，还包括阿坝州其他县
（市）、绵阳、都江堰等受灾地区。他们都
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电力工人、
农民、个体户、教师、残疾人运动员、格斗
运动员，也有空降老兵、铁匠、社会工作
者、人力车夫、独立音乐人和电商主播等，
他们之间没有生活的交集，但不约而同地

在普通平凡的生活中，以感恩、向善、乐
观的精神刻画着不平凡的生活画卷，
参与着、见证着各地区的发展变迁。

5月9日下午的《亲历者说》新片
发布会，参会人员有摄制方代表、主
创方代表和出品方代表，以及特邀嘉
宾。汶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余理
胜认为，《亲历者说》展示了三个层面
的汶川，分别是红色引领的示范汶
川、绿色打底的生态汶川、特色驱动
的文化汶川。

出品方代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校长罗共和说：“这部片子最大的意
义就是从人出发——每一个人的一
生都可能遇到灾难，但重要的是他要
重新站起来，重新生活得很好。”总制
片人、主创方代表旦真旺甲说：“为了
保证纪录片的质量，我们邀请了《舌
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执行总导演阎
大众老师担任导演，从去年7月26日
采风调研，涉足整个地震灾区，通过
15个人物故事来反映15年的巨变。”

在观看正片集锦结束后，旦真旺
甲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分享了幕后故事。“我们预选了许

多故事，再进行层层筛选，选出具有代表
性又接地气的人物，和他们见面沟通，在
短时间内了解他们的生活轨迹。”旦真旺
甲回忆道，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会根
据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寻找更多精彩人
物，可能是一位蹬三轮车的老大爷，也可
能是其他普通人。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
直观地感受到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旦
真旺甲相信，《亲历者说》将带领人们重
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那些无私
奉献的人们，同时也呼唤着更多人的关
注和关爱，让大家一同见证真实、感动和
细腻的人间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近日，“长江鲟野化繁殖试验”取得突
破性成果，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
长江四川宜宾江安段天然水域实现自然
繁殖，跨出了恢复野外种群的关键一步。

为了保护长江鲟，四川每年都会放
流近10万尾，它们几乎都来自同一个研
究所的“育儿房”，有部分还来自成都。
长江鲟宝宝是如何孵化的？它的成长需
要哪些条件？每年放流和推进野外繁育
又有哪些意义？4月27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
产研究所成都科研繁殖基地，探寻长江
鲟繁育背后的故事。

喝清水河的水，吃饲料
上千条长江鲟成体生活在成都

当天上午11点，记者在省农业科学
院水产研究所成都科研繁殖基地看到，
道路两旁分布着数十个巨大的池塘。

“长江鲟成熟个体体长可达1.5米左
右，所里上千条长江鲟成体都在这些池塘
里，目前水体透明度比较低，所以看不见
它们的身影。”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养殖与设施渔业研究中心主任赖见生告
诉记者，长江鲟对水质没有特别的要求，
培养它们的水都是来自基地旁边的清水
河，河水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使用。

赖见生介绍，长江鲟的适应性很强，
不只是靠着长江边的地区才能人工饲
养，平原、丘陵地区均可养殖，冷水地区
也可以饲养，不过生长速度会慢一些。
长江鲟不同培育阶段投喂饵料有所不
同，比如鱼苗培育阶段使用水蚯蚓这样
的动物性饵料，成体则会投喂人工配合

饲料。“长江鲟产卵前后，为了进行强化
培育，也会加喂水蚯蚓等动物性饵料来

‘补身子’。”

催产繁殖，受精卵5天孵化
长江鲟“宝宝”一年后可放流

体型较大的长江鲟在露天的池塘培
育，而刚孵化出来的“鱼宝宝”则养在专门
的鱼苗培育室，屋子为了通风，都设有窗
户。里面有近20个池子，一边圆形的池
子里面培育着长江鲟鱼苗，另一边长方形
的池子里是长江鲟幼体，总共有数万尾。

“这些是今年繁殖的鱼苗，已经培育

一个多月了。”赖见生告诉记者，每年3
月左右，会对长江鲟进行催产繁殖，受精
卵经过5天左右孵化出膜，随后即进入
鱼苗培育阶段。“长江鲟鱼苗一个月能长
到4厘米左右，一年后体重可达一斤多，
达到放流的标准；8年左右才能性成熟，
具有繁殖能力。”

跟外面池塘的水不一样，养殖长江
鲟幼体和鱼苗的水清澈见底。“这是为了
方便观察鱼苗吃食等情况，如果有什么
意外能及时发现并处理。”赖见生说，跟
其他鱼类相比，鲟鱼苗种培育阶段的成
活率较低，而长江鲟则会更低一些，但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苗种培育和放流成
活率都将逐步提升。

他说，目前长江鲟的研究工作基本都
是围绕该物种的保护开展的，每条鱼的最
终去向都是放流到江河，所以每年会根据

放流的计划指标，来进行繁殖培育。
“长江鲟的栖息地在长江上游，主要

的研究繁育基地也在四川，四川每年放
流近10万尾的长江鲟。”

繁育技术成熟，生态恢复向好
对长江鲟野外种群恢复充满信心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省农业
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就开始了长江鲟等长
江上游珍稀鱼类遗传育种、资源保护和养
殖技术研究等工作，对长江珍稀鱼类野外
种群的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人工培育技术的进步，近年来
随着长江保护持续深入的推进和长江十
年禁渔的全面实施，长江的生态环境也
在不断修复。

“20年前就开始野外放流长江鲟，但
效果都不理想。”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
所党委书记杜军回忆道，那时候渔民会
误捕放流的长江鲟，而且当时长江生态
系统很脆弱，饵料生物匮乏，监测到放流
后的长江鲟都比较消瘦。“但近几年的监
测表明，放流回捕的长江鲟肥满度较好，
说明整个长江的生态都在向好。”

对于长江鲟的野外种群恢复，杜军
充满了信心，一方面人工繁育技术比较
成熟，每年培育几十万尾可供放流的长
江鲟也没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对
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目前长江有一段
水域长江鲟种群恢复得很好，每年都能
监测到，其他部分江段偶尔也能看见长
江鲟的身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摄影报道

用15个人物故事反映灾区15年巨变

汶川地震纪录片《亲历者说》即将播出

探寻长江鲟“宝宝”成都繁育基地

今年繁育近10万尾 一年后将放归长江

培育室的长江鲟“宝宝”。

培育一年即将放流的长江鲟幼体。

《亲历者说》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