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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因工作需要，现将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欣闻老食堂”人员外包服务项目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范围：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1号

“欣闻老食堂”人员外包服务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招标文件第五章所列范围及要求。

2.服务期限：2024 年 7月 1日 00:00 时至
2025年12月31日24:00时。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

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本次招标项目；
2.具有外包服务许可证书或劳务派遣许可证

书；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
4.信用要求：（1）投标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

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2）投标人单位及其
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没有行贿犯罪记录；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
一投标公司及其下属各级分支机构，有且仅能1
家参与，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招标文件采用线上或现场获取两种

方式之一，需准备的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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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法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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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
面）。

若采用线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以上材料
均提交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送至招标人指定邮
箱：wangyu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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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获取招标文件的地点和时间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时间：2024年6月13日至6月19日（工作日

上午9:00-11:00，下午2:00-5:00）。
五、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和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6月25日

下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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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六、公告期限：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
日。

七、资金来源：自筹。
八、发布形式：本投标邀请在封面传媒APP

和华西都市报以公告形式发布。
九、联系方式:
招标文件获取、投标及异议受理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8-86968222
招标文件咨询
联系人：袁老师
联系电话：13668203662

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2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鸿蒙产
业开启新篇章，蓉深产业合作再添成
果。6月12日，鸿蒙生态（成都）创新中
心揭幕仪式在成都市锦江区锦江软件园
隆重举行。

活动现场，锦江区发布开源鸿蒙产
业政策，西部首个鸿蒙生态创新中心揭幕，
全国首个鸿蒙生态产业园区正式挂牌，中
软国际、润和软件、软通动力、诚迈科技等
20余家开源鸿蒙生态伙伴达成共建。

鸿蒙生态（成都）创新中心是鸿蒙生
态的公共服务平台，为所有生态伙伴提
供鸿蒙生态展厅运营展示、鸿蒙人才培
训、鸿蒙技术指导、鸿蒙生态推广、鸿蒙
政策解读和鸿蒙企业资质认证等公共服
务，助力企业快速实现转型升级。

揭幕仪式上，成都市锦江区还发布

了开源鸿蒙产业政策，将从企业研发创
新、成果转化、人才聚焦等方面进行扶
持。例如，支持在地企业开源鸿蒙项目
揭榜挂帅，围绕开源鸿蒙核心技术攻关
及成果转化，每年设立3-5个揭榜挂帅
项目，单个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
持。支持开源鸿蒙相关应用场景打造，
每年开放1亿元开源鸿蒙应用场景，在
智慧城市、公共服务、行业应用等领域支
持开源鸿蒙应用场景项目建设，鼓励首
发首用。

白鹭湾新经济总部功能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鸿蒙生态
（成都）创新中心项目合作，从提速产业
集聚发展、提升软件研发水平和提高园
区产业影响等多方面助推锦江打造开源
鸿蒙生态集聚区和示范引领区。

池塘边，榕树上，知了声声唤醒夏
日。操场旁，秋千上，蝴蝶轻盈停驻。四
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一群年轻的新生人
才如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嬉戏打闹。

这所校区，作为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重大项目——“遂潼区域职业教育中
心”的重要一环，实现了遂宁本科高等教
育的“零的突破”。近年来，遂宁市在打造
遂潼区域职业教育中心上持续发力，推动
区域教育融合。

如今，这一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建设进
展如何？6月初，“万千气象看四川”二季
度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来到四川师范大
学遂宁校区，进行实地调研。

本科教育“零的突破”
产教融合成重点发展方向

俯瞰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世外
绿谷，自然生境”的规划设计，完美地融合
了本地生态优势。行至其间，独特的“一
核一轴，五山五谷”布局，使得这所藏于山
谷中的学府更显宁静与和谐。

2023年3月，首批1621名新生顺利入
驻，标志着遂宁本科教育迈入新篇章。该
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校区分两期建设，
一期已于2023年8月全面交付，包括三大
学院、东区食堂、宿舍、公寓等设施；二期
将建设国际交流中心、体育馆等，持续完
善校园功能。

该负责人透露，2024年预计招收
3400人，秋季学期在校生将达5000余人。

“当前的策略是结合地方资源，有效
利用现有功能，推动人才资源的优化配
置。”该负责人说，四川师范大学为此计划
成立遂宁研究院，深挖遂宁地区资源。作
为人才资源汇聚地，该校正积极研究如何
将学科人才资源引入遂宁，以深化地方与
学校的合作。

因成立仅1年，许多项目如课堂与产
业链融合、与重大园区或企业合作等仍在
积极推进中。在遂宁，校区与金融数据台
等机构合作开展活动，包括学生就业创业
基地的建设，计划让学生通过4至8节课
等形式的课程，在遂宁进行实践锻炼。

“产教融合已成为四川师范大学当前的
重点发展方向，尤其在电子商务项目上取得
了显著进展。”该负责人介绍，学校与遂宁市

农业农村局等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共同探索如何将电子商务与农业、农村
发展相结合，推动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

校企合作建订单
“定制人才”缓解就业压力

在遂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有一个特
别的班级，被称为“托璞勒定向班”，采用
新型学徒制培养模式，合作定向培养学
生。学校按企业所需“定制人才”，通过校
企合作开展实践教学、工学交替、企业顶
岗实习等。

根据协议，企业在学校挂牌设立“托
璞勒人才培养基地”，学校在企业挂牌“遂
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实习基地”，双方拟
在对外发布信息中使用共建基地的名称，
并开展教学、实习、管理、科研等方面的合
作，给予对方场地和相关设备支持。

“托璞勒”新型学徒制班采取五定五
共同培养模式（五定：定学校、定专业、定
学员、定课程、定岗位；五共同：共同制定
培养方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同
进行人员选拔、共同进行课程设置、共同
进行质量评价），通过工学交替的“教学工
厂”和实践教学的“现场案例分析”等方
式，强化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具体而言，由学校和托璞勒双方共
同实施定向班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共同组
建一支由企业师父、学校教师组成的‘双
导师’教学团队，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
展实践教学、工学交替、企业顶岗实习
等。”遂宁应用技工学校负责人说，目前，
该校已在数控专业开设“托璞勒定向班”

两个，约120名学生。
“技工院校与企业通过共建实习实训

基地，实现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是提高
就业能力与质量的关键。”遂宁市教育和体
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科负责人林世友说，
校企加强深度合作，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
人，既有利于缓解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压力，也能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在遂宁，与企业共建定向班助力职校
学生实践就业，遂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并
非个例。这种新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只
是遂宁全力以赴打造区域职教中心的一
个缩影。

扩大职教“朋友圈”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遂宁出发，不到1小时车程便能抵达
重庆市潼南区。近年来，遂宁在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机遇，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着力打造区域职业教育中心遂
宁样板，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遂宁潼南双方聚焦院校建设、院校产
教融合体系构建，共同推动教育资源、人
才培养、就业创业促进等方面共建共享。
数据显示，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高校（校区）已从2020年的1所增
加至目前的10所，在校生从2020年的3.9
万人增加至6.7万人，实现飞跃式增长。

这种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一个跨区
域的职教院校集群正在遂宁孕育成形。
这一集群的崛起，标志着区域职业教育中
心正在逐步从“无”到“有”。

事实上，之前遂宁市委就作出了“建
设区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决策部署。区域
职教中心“破茧而出”，形成了“一核四区”
区域职教中心发展格局。

时间再来到2023年6月28日，第十九
届西博会2023川渝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暨遂宁市投资推介
会上，三轮签约的其中两轮都和“区域职
业教育”相关。推动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建
设，遂宁再添“一把火”。

“扩大职业教育‘朋友圈’，多方联动
共育‘匠苗’。”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合作双方将从建立多主体协
同育人机制、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合作、
共建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新型“双师
型”教师团队、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等方
面推进产教深度融合。这样的举措，正是
实现校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的
关键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君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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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点位：
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

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打造区域教育融合发展样本

遂潼区域职教中心如何发力？

遂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托璞勒定向班”的同学在学习技能操作。

西部首个鸿蒙生态创新中心落地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