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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公务机票代理服务商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因工作需要，

拟对公司公务机票采购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
合要求的单位积极参与投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名称：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公务机票代理服务商采购
（三）招标内容：公司公务机票代理服务商
（四）项目预算：不超过 100万元（含税

价）；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商业信誉，2018年以来无重大

违法记录和严重商业违规记录，并对此做出书
面承诺；

3.财务状况报告：提供投标人经第三方审
计的2021年财务报告，若2022年未结束审
计，请提供加盖公章的2022年财务报表。

4.类似业绩证明的复印件。至少提供1个
自2020年1月1日以来，作为机票代理商金额
在160万以上的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或
其他证明文件等复印件；

5.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获取招标文件需提交的材料
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线上获取或现场获

取两种方式之一，需准备的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
面）；

3、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注：（1）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鲜章；（2）若为

经独立法人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
机构的，则上述第2项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
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若采用线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以上材
料均提交原件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送至招标
人指定邮箱：924733896@qq.com，经招标人
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文件。

若采用现场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收取以
上全部纸质材料，并核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
件。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纸质
版招标文件。

五、获取招标文件地点和时间
1.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

大厦 12楼 B区；
2.时间：2023年5月29日-6月2日，上午

9：00—12：00，下午2：00-6：00。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和时间
1.投标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2.投标时间：2023年6月25日 下午5点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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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
电话：028-86968913
八、异议受理：
异议受理联系人：蒋老师
异议受理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10楼
异议受理电话：028-86969016

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务机票代理服务商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工作

需要，拟对公司公务机票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欢迎符合要求的单位积极参与投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二）项目名称：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公务机票代理服务商采购
（三）招标内容：公司公务机票代理服务商
（四）项目预算：不超过60万元（含税价）；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商业信誉，2018年以来无重大

违法记录和严重商业违规记录，并对此做出书
面承诺；

3.财务状况报告：提供投标人经第三方审
计的2021年、2022年财务报告，若2022年未
结束审计，请提供加盖公章的2022年财务报
表。

4.类似业绩证明的复印件。至少提供1个
自2020年1月1日以来，作为机票代理商金额
在160万以上的中标（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或
其他证明文件等复印件；

5.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获取招标文件需提交的材料
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线上获取或现场获

取两种方式之一，需准备的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3、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注：（1）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鲜章；（2）若为

经独立法人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
机构的，则上述第2项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
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若采用线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以上材
料均提交原件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送至招标
人指定邮箱：924733896@qq.com，经招标人
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文件。

若采用现场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收取以
上全部纸质材料，并核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
件。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纸质
版招标文件。

五、获取招标文件地点和时间
1.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

大厦 12楼 B区；
2.时间：2023年5月29日-6月2日，上午

9：00—12：00，下午2：00-6：00。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和时间
1.投标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2.投标时间：2023年 6月25日下午5点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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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
电话：028-86968913
八、异议受理：
异议受理联系人：华老师
异议受理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10楼
异议受理电话：028-86969133

大凉山帮扶干部的“生意经”

喜德县现代粮经产业园里，村民正
在挖种在葡萄树下的土豆。

喜德县且拖村茶叶产业园里，村民
在采摘高山茶叶。

越西县新民镇的大棚田地。

5月24日，一场包含东西北中4条线
路，覆盖凉山17县市的采访活动正式启
动。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在内的近30家媒体，将镜头对准凉山帮
扶一线，讲述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帮扶干
部的故事。5月25日至5月28日，北线媒
体记者先后走进凉山普格、喜德、越西和
甘洛4县，在帮扶的第一现场，数十名帮
扶干部们讲述了自己与村子的故事。

在帮扶干部口中，产业和项目永远
是重要的一块。为了建设好村子，帮扶
干部都有一本自己的“生意经”。和公司
老板的“生意经”不同，他们的“生意经”
关注的是村民的钱袋子、村集体的账本
子。帮扶干部们围绕当地特色，立足当
地资源禀赋，培育了一系列产业，上马了
一批项目。好的是，他们的“生意”很有
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是常态。规模，成为
限制他们更进一步的重要因素。

翻开这些帮扶干部的“生意经”，他
们的“生意”以百万、千万计，但为了更进
一步，他们仍在千方百计。

为什么要做生意？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今年是泸州市龙马潭区和普格结缘
的第七年，在普格县沙合莫村，来自龙马
潭区的帮扶干部，做着培育优质鸡苗的

“生意”。普格当地的螺髻山乌骨鸡是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品种。
不过，此前它的品种杂化，自身退化，种
群骤减。帮扶干部们走进当地偏远地
区，寻求品相好、基因正的螺髻山乌骨鸡
来进行繁育，并在沙合莫村规划了一个
占地超过百亩的乌骨鸡选育基地。项目
第一期建设已经完工，占地面积45亩，预
计今年 6月基地就能全面开展运营工
作。等二期项目实施以后，这里年出栏脱
温鸡数量将达到80万到100万只。

鸡苗加工厂上马后，当地村民可从
土地中收获超过市场价的租金，可来基

地务工，还可以拿鸡苗回家养。鸡苗5个
月左右就能养大，并且由运营公司统一
收购，一只鸡能为村民带来的利润在30
元到50元不等。同时，运营公司有一个

“三个一块钱”的规定，鸡苗发下去一只，
商品鸡收购一只，村集体都可以从运营
公司处获得一块钱。拿到村里代养的鸡
苗，村里每养一只，运营公司还会给当地
农业农村局一块钱，作为保险基金以应
付可能存在的风险。对村民和村集体来
说，这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好生意”。

“生意”为什么做得走？

大凉山的自然条件好，产品好，是
帮扶干部“生意”能做下去的一个基本
保障。在普格县夹铁镇阿木村的大棚
里，哈密瓜的甜度可以超过20，而市场
上见到的哈密瓜甜度在16左右。这是
一种难以用肉眼分辨，但却可以通过
品尝直观感受到的差别，这是得益于
当地充足的阳光，和得天独厚的气候
条件。

除了做实物“生意”，大凉山的帮扶干
部们还做旅游生意。在甘洛县团结乡瓦
姑录村，有超过4000亩的梨树。当地借
助梨树的“东风”将村子变成了景区，不仅
每年梨花开、果实结的时候游人如织，甚
至周末和节假日时，也成为甘洛及周边居
民休闲的好场所。梨子成熟时，不仅可以
卖鲜果，当地还和民营企业共同打造了梨
膏加工车间。花开看花，梨熟吃梨。

帮扶干部们的“生意经”，除了鼓村
民的钱袋子外，还有对当地的整体提
升。在越西县陶家营村，来自浙江宁波
的帮扶干部就负责这里的整体提升。

依靠当地的资源，村里发展起了包
括民宿在内的各种产业。帮扶干部们还
在做乡村治理的提升，“不能满足于现
状。”这些来自宁波的帮扶干部说，对他
们的工作是如此，对改善村民们的生活
更是如此。“我们告诉大家，还要追求更
好的生活。”下一步将怎么做，示范引领
是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

“生意”为什么能做长久？

如何让帮扶干部的“生意”长久做下
去？站在喜德县苹果种植基地里，来自
宁波市海曙区的帮扶干部给出的答案是
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

这里的苹果种植基地共1000亩，现
已完成500亩的建设，预计今年就能产
60万斤苹果，产值180万元。但在帮扶
干部眼里，这些还不能完全将村民带动
起来。为此，他们还在当地做起了养牛的

“生意”。帮扶干部帮村民贷款买小牛并
补贴利息，小牛由竞价企业和村民对接。
牛圈由帮扶干部修好，若村民自己修好，
也会对其进行补贴。养牛可能存在风险，
帮扶干部解决保险，并全程提供养殖技
术。最后，在市场端，如果村民不想自己
卖，帮扶干部会进行保底收购。这样，给
予村民适当的责任和风险，以增强其自我
发展的能力。市场化仍是帮扶干部做这
些“生意”时的共识。“如果走不了市场这
条路，这样的项目我们是不做的。”

村民对这些“生意”买不买账？

在喜德县干拖村的粮经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大棚里，架子上是葡萄，地里是土
豆。人们一边为葡萄疏果，一边挖地下
的土豆。

附近的老人说，过去村里没有产业，
村子发展不好，走出去和别人闲谈都不好
意思大声说话。几年前，帮扶干部来了，
村里产业也发展起来了。年轻人出去打
工，老年人就在家门口打工。大家富起来
了，出去都有面子。以前村里没有楼房，
现在是遍地楼房，家家户户都买车。村里
人感谢这些帮扶干部，也珍惜这些产业。

“锅里有，碗里才有；碗里有，筷子才能夹
起来东西。”他们甚至用当地的谚语来表
达他们眼中的帮扶。而对于帮扶干部带
来的这些“生意”，他们的想法是，“要像照
顾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肖洋 徐
湘东 罗石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