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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华西都市报社将《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

及其他委托的报刊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
司（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到成都双流、天
府机场、高铁站（成都东站、南站）的分发、运输服
务，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
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华西都市报社；
2.项目名称：《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机场、

高铁站配送分发运输服务采购
3.招标人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二段70号10楼
4.招标内容：采购将《华西都市报》《四川日

报》及其他委托的报刊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
公司（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到成都双流、
天府机场、高铁站（成都东站、南站）的分发、运输
服务。

5.项目预算：22.7万元
6.项目期限：8个月
三、投标人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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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商业信誉，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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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
4. 至少提供一个加盖投标人鲜章的2020年

以来金额为20万元及以上货物分发运输中标
（中选）通知书，或服务合同或业主证明材料等复
印件。业绩证明材料须体现服务金额，如服务合
同未显示合同金额，则还需提供显示金额的中标
（选）通知书、项目收款发票或其他能显示合同金
额达到要求的证明文件进行佐证。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线上获取或现场获取两

种方式之一，获取招标文件需准备的材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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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99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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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招标文件的地点和时间
获取招标文件的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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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3月28日-4月5日

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5点；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截止时间
递交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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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4月18日下午5点；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蒋老师，电话：028-86969016。
八、异议受理：
异议受理联系人：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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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8172370

华西都市报社
2024年3月28日

华西都市报社2024年度
报纸分发运输服务招标公告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也为准备诊
断孤独症患儿和行为康复带来了更多
可能性。4月1日，成都前沿类脑人工智
能创新中心主任冯睿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通过“脑健康+人工智能”的科技
成果转换，成都前沿类脑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开发了基于
脑电生物标记物技术的孤独症辅助诊
断系统、脑影像分析技术的精准神经干
预系统等。目前，相关的技术已服务
800余名孤独症儿童。

《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
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孤独症发病率
达 0.7%，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超过
1000万，其中，0至14岁儿童约有300
万-500万。

作为神经发育障碍，孤独症的核心
症状表现为社交交往障碍、语言交流障
碍、刻板重复的行为障碍等，多数在3岁
以前发病。“孤独症患者具有很强的异
质性，通俗来讲就是每位孤独症患儿的
情况都不太一样。”冯睿说，在行为康复
阶段，对不同的孤独症患者来说，相同
的康复手段不太能达成同样的效果。
但孤独症患者在接受专业的指导和训
练后，对社会交往的能力、交流的障碍
和刻板的行为进行针对性干预治疗，多
数是可以融入社会、自食其力的。

随着科技进步，人工智能与孤独症

诊疗上的跨学科应用早已不是蓝图设
想，已经成为现实。

“目前国内主流的孤独症判断方式
是以筛查量表为主，同时辅以医生丰富
的经验进行判断，并非一个量化的标
准。”冯睿说，有了基于脑电生物标记物
技术的孤独症辅助诊断系统，再逐渐经
过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后期还会逐渐提
高诊断准确率。

作为创新中心中科技转化的另一
项成果，电子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段旭君
团队通过构建孤独症患儿个体脑影像
模型，精准地将经颅磁刺激脉冲作用于
孤独症社交障碍环路个体靶点上，研发
了全球领先的“基于个性化脑影像分析
的孤独症精准神经调控技术”，为超过
800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了有效的康复治
疗，治疗响应率超过80%，治疗后，孤独
症患儿在语言、社交、认知等方面都有
显著改善。

“当前，孤独症康复老师数量的欠
缺和水平的良莠不齐，都是制约孤独症
康复服务发展的瓶颈。”冯睿谈到，人工
智能的深入融合，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更
多可能性。“比如说我们的行为康复老
师即便做得再好，一次最多也只能帮助
3-5个孩子，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带
来了新的选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青羊民间音乐协会会长张婉鑫带着知了小乐队在街头表演。受访者供图

AI如何帮助孤独症儿童？
专访成都前沿类脑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

关注世界孤独症日

4月2日下午，成都天府广场，知了小
乐队在进行表演，12岁的乐队主唱诚诚台
风稳健，歌声稚嫩。一般人很难发现诚诚
的不同——他其实是一名孤独症患者。

不止诚诚，知了小乐队的 9 名成员
都是心智障碍者。起初，这群孩子依靠
音乐来疗愈，如今，他们已经逐渐成长为
专业选手，能进行商业演出了。

4月2日是第十七个世界孤独症日，
今年主题为“全生涯服务 全方位关
爱”。人们通常把孤独症患者称为“星星
的孩子”，他们不善与人沟通，活在自己
的世界里。不过，只要用心去感受，就能
发现他们世界里的星空同样闪耀。

音乐，成为陪伴他的方式

诚诚站在舞台上，手里弹着尤克里里，
吐字清晰地唱着歌，表现得自然又自信。
他的歌声稚嫩，有时候也会跑音，但台风稳
健，举手投足有着乐队主唱的范儿。

诚诚是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喜欢
乐器，喜欢游泳，也喜欢唱歌。他的音乐
启蒙，源于钢琴。妈妈王慧说，诚诚接触
音乐后，她看到了孩子的变化，“希望音
乐可以成为陪伴孩子的方式。”

在了解到“知了小乐队”的招募后，
王慧打算让诚诚试试，没想到诚诚还成
为了主唱。

“你能想象吗？1000多名小学生的
升旗仪式，同学们都规整站立，就他一个
人躺地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都快崩
溃了。”时间倒回到六年前，当诚诚第一次
走进小学时，他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孤独症的核心症状为社交障碍、兴
趣狭窄和重复刻板行为，最典型的症状

之一是，不会回应其他人的指令和情
感。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为此，王慧特意辞去了工作，以陪读
的方式成为诚诚的同桌。“经常把儿子拽
在座位上，不能离开他超过1米的距离，
要不然他就会乱跑。”

这样的陪读生活持续了两年。经过
长期坚持的康复训练，王慧觉得诚诚已经
有了很大的变化。“诚诚更自信了，我也变
得更放心了。如今，他到天府广场学琴唱
歌，可以一个人搭乘公共交通往返了。”

问候，彼此见面都觉得开心

知了小乐队的老师、青羊民间音乐协
会会长张婉鑫说，知了小乐队有9名成员，
最小的12岁，最大的35岁。他们有的患
有孤独症，有的患有唐氏综合征等心智障
碍症状。他们玩尤克里里、大提琴、非洲
鼓、吉他、钢琴……每周培训2次。

希扬今年24岁，患有唐氏综合征，
喜欢非洲鼓，已经跟着张婉鑫学了 7
年。音乐给希扬的生活定下了一个“闹

钟”。到了上课或表演的时候，他早早在
家准备，按时出门，非常准时。“这是他人
生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扬的妈妈李
梅说，希扬生活是充实的，乐队给他提供
了一个选项。

“最开始希扬真的一点乐理知识都没
有。”李梅有些佩服自己的孩子，“他当初
是怎么找准节奏的呢？”她笑着说。

更为重要的是，希扬在这里找到了
朋友。“你中午吃了啥？”“饺子。”“哦，饺子
啊。”一段简单的对话就此结束，却是乐队
小伙伴们见面时打招呼的热情对话。

“虽然是简单的对话，但能感受到他
们见到彼此很开心。”李梅说。

自信，乐队能“站着挣钱”

“40块钱一节课，算是很良心的价
格。”李梅说，儿子希扬是第一批报名培训
的学员，一坚持就是7年。她认为，如果
完全是以纯公益的形式，培训不能长久。

同时，这也是一种筛选的过程。最
开始有10多个人来培训，最少时只有两

三人，到现在稳定在9个人。
“我想保证乐队的质量，不会贸然加

人进来。”张婉鑫说，她希望乐队能“站着
挣钱”，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观众的同
情和怜悯。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知
了小乐队已经开始接商演。“商演的费用
都分给了队员们，他们有时候一场演出
一个人能分两三百元。”

张婉鑫的专业也得到了“圈内人士”
的认可。去年，她开始为上海的特殊孩
子上网课培训。“他们在上海找个线下的
老师不好吗？”一开始，张婉鑫也有这样
的疑问，但后来她了解到，特教行业相关
培训机构收费高，愿意带领这些特殊孩
子长久地进行音乐学习和乐队排练的人
更是凤毛麟角。

期待，孩子的未来会更好

与普通人认为的不一样，这些心智
障碍患者“全职妈妈“心中的光并没有被
磨灭。

初见诚诚妈妈，她戴着一个高高的
蝴蝶结，惟妙惟肖地模仿孩子调皮的样
子，时不时发出铃铛般爽朗的笑声。希
扬妈妈也爱笑，说话中气十足，谈到儿子
学音乐，眼神里满是骄傲。

“我算是‘潜伏’进了普通小学。”诚
诚妈妈王慧用了“潜伏”二字，形容了自
己想让孩子融入社会的渴望，以及这份
渴望中夹杂的忐忑。上学前，王慧会给
诚诚一个小纸条，写满了为他“量身打
造”的注意事项：1、眼睛要看黑板；2、屁
股不能离开座椅……诚诚念完才能出
门。这些细致入微的付出，让诚诚逐渐
融入普通学校，她也慢慢从“同桌”的位
置上退了回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如
今，诚诚有很多技能和才艺，她开始对未
来不再担心，也充满了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秦怡
（文中王慧、诚诚、希扬、李梅均为化名）

“星星的孩子”爱唱歌

12岁孤独症孩子成为乐队主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