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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指挥街

70号、干槐树10号及爵版街22号部分房屋排危
加固项目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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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行自主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指挥街

70号、干槐树10号及爵版街22号部分房屋排危
加固项目工程施工。

2.2 建设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街道
指挥街70号，书院街街道干槐树10号、爵版街
22号。

2.3 建设内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春熙路
街道指挥街70号，书院街街道干槐树10号、爵
版街22号部分房屋排危加固项目工程施工，主
要含原有建筑构筑物拆除（不限于房屋、围墙、
地面、庭院等），原址重建，详见设计图纸及工
程量清单。

2.4 总工期：90个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及招标工程
量清单所示的全部内容的施工。

2.6 标段划分：1个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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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有效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

3.1.3 信誉要求：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
产状态，未处于有关行政处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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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须为本
单位在职人员，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
注册建造师证书，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B证）。拟派技术负责人须为本单位在
职人员，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
造师证书。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在本单位缴
纳的最近连续6个月社保证明。

3.1.6财务要求：近3年（2021年～2023年）
或成立至今（成立不足3年的）无亏损。

3.1.7类似工程业绩要求：
近年（2021年01月0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竣工的项目不少于3个房屋建筑工程业绩，单
个业绩工程造价不低于300万。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6月12

日至2024年6月18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每日9时至11时，14时至17时（北京
时间，下同），在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12楼B区总经办购买招标文件，并
携带以下资料：

（1）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及单位介绍信；
（2）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资质证明文件。
以上第（1）条所述资料验被介绍人身份证

原件留加盖投标单位鲜章的复印件，介绍信收
原件，第（2）条所述资料查验原件留加盖投标
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200元，售后不退。
（转账至：开户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开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华兴支行，开户银行
账号：5100 1895 0360 5039 3165）

4.3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

下同）为2024年6月24日11时30分，若有补遗文
件修改的，以补遗文件中确定的时间为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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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获取、投标及异议受理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28-86968222
招标文件咨询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8-86968656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指挥街70号、干槐树10号及爵版街22号部分房屋排危加固项目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过去一年，我们粮食增产丰收，村
集体纯收入首次突破了100万元，以永丰
大米为基础，研发出了‘永丰五宝’，相信
村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6月6日，说
起村里的变化，李雪平开心不已。

这几天，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
村党委书记李雪平正在忙两个事情，一
是常规巡田，二是准备东坡区“永远丰
收”系列产品发布暨产销合作签约仪式。

“这两年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打
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李雪平介
绍，永丰村实行以村党委书记为“田
长”，村党委副书记为“副田长”，6名村
两委干部为“四员”（网格员、农技员、执
法员、监督员）的包片联户工作机制。

“每周我们村干部至少开展2次包保区
域巡田，我至少开展一次全域巡田。巡
完一次田，大概走10公里，我上个月就
走了45公里。”

李雪平介绍，去年全村3340亩高标

准农田都进行了生产道路整治、沟渠修
缮、土地平整等相关工作。另外通过农
房腾退、园地退出、林盘整理、坟墓搬迁
等，去年新增了耕地240.75亩，现已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目前，我们在两季轮
作的基础上，大力推广稻—菜—菜、稻—
药—麦的三季轮作粮经复合种植模式，

比如4到9月种植水稻，9到12月种植西葫
芦，12月起种植莴笋、豌豆尖、青菜等，最
大限度提高亩均产值，目前亩均产值最
高达到9000元。”李雪平说，目前，村里与
中储粮、中粮、国药太极、同仁堂等央企、
国企以及本地泡菜农业龙头企业开展
稻、药、菜精深加工合作，深化“两单”农

业，稻、菜、药订单化生产覆盖率均达
85%，保单化生产率均达90%以上。

“通过以上途径我们实现了‘三个只
增不减、一个零发生’，就是耕地面积、粮
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只增不减’和违
法违规用地‘零发生’。”李雪平介绍，
2023年，全村水稻喜获丰收，平均亩产增
至780公斤，同比增长9.7%，最高亩产达
到863.4公斤，同比增长10.6%，水稻总产
量4680吨，同比增长17%。

李雪平还透露，永丰村大力发展“农
头工尾”产业链条，推出以大米为核心的

“永丰五宝”商品体系。“目前永丰大米、
永丰米花糖、永丰水豆豉、永丰米露、永
丰莲藕面都已上市，永丰淘米水洗洁精
也已准备上市。我们会再接再厉，在农
文旅上下功夫，力争2-3年打造全国全省
农耕研学目的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

摄影报道

秧苗下田两个月了，这几天，眉山市
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种粮大户王元威的
心情大好。

一边是3000多亩水稻噌噌长，丰收
在望；另一头，读农学专业的儿子即将大
学毕业回来种田，种粮事业后继有人。

6月8日，走在绿油油的高标准农田
里巡田，王元威感觉风都是甜的。

老农户尝到甜头
笃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永丰村是传统产粮大村。作为土生
土长的永丰村人，王元威已种了一小辈
子农田。从2002年转包过来200多亩，
到现在3000多亩，王元威成了永丰村首
屈一指的种粮大户。

这些田地中，有2500亩在永丰村，全是
高标准农田。就连四川农业大学马均教
授管理的1500亩、全川最大的水稻中试基
地，也是租用他的田。而中试通过的优秀
品种，也由王元威率先试种。“我现在种的这
个品种，就是前两年试验出来的成熟品
种，去年亩产达700多公斤”。王元威介绍。

种粮22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
王元威又投入30多万元，新添了育秧机

械，实现了育秧的全线自动化。“以前一
直都有育秧机，但是摆盘、施营养土，取
盘都得靠人工，现在有了这些机器，基本
上就是全程机械化。”王元威说，机械化
使人工成本大大减少，效率翻倍。

一天操作下来，可生产1.2万盘育秧
盘，播种水稻600亩左右。今年，王元威
不仅快速完成了自家育秧，还为周边农
户提供服务，总计育秧苗1万亩。

当然，除了效率大大提升，机器育秧
还有其他优点：“种子撒得更均匀，不漂
秧，秧苗的整体质量也更加稳定。”

“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尝到甜头
的王元威对这句话更加笃信。

“农二代”即将回乡
“年轻人在农村也大有可为”

不过，再厉害的机器，也需要人来操
作。虽然王元威半辈子都在与各式各样
的农机打交道，但这次新购入的自动育秧
机器难倒了他：“要输入啥子程序，我搞不
懂哦，都是我儿子帮忙的。”王元威摆摆手
笑着说，语气间却有些小自豪。

原来，王元威24岁的儿子王海聪，大

学读的正是农学专业，今年即将毕业。
其实去年寒假期间，王海聪就已天天跟
着父亲学种田。

如何种田、管田，王海聪自然比不上
父亲这位“老种田人”，但操作现代农机，
王海聪却总能帮父亲解决不少难题。

对于这些新机器，王海聪得心应手，
育秧机、平田机、收割机样样都会，去年
还拿到了无人机驾驶证。在家的这段时
间，王海聪正好遇上春耕。在帮忙收完
田里的青菜后，他也开启了每天育秧、播
种、整田的全新生活。“每天6点多就起
床，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虽然很辛苦，
但王海聪乐在其中。

对于毕业后回乡种田这事，王海聪
态度是认真的，而且早早作了准备。“现
在种田的大都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再不
加入进来，以后就怕没人种田了。”从小跟
着父亲耳濡目染，王海聪对种田是真心感
兴趣，也有自己的想法：“国家对农业很重
视，政策也好，我觉得干农业有前途，年轻
人在农村一样大有可为。”

这几天，因为毕业论文的事，王海聪
又回到了学校。等他下次回家时，金灿灿
的稻穗已铺满田，永丰村将再迎丰收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李庆

永丰这一年：

“永丰五宝”助力 村集体收入首破100万元

“00后”大学生回乡种田

眉山永丰村这位种粮大户有了接班人

永丰村村委会门口停满了运送参观游客的大巴。

◀
王海聪拿取
运输机上的
秧苗盘。
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