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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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端午节，各地众多民俗活动竞相
登台，要说公众关注度最高、参与感最强
的活动，莫过于划龙舟。水上百舸争流，
岸上呐喊不断，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今年端午假期，四川多地举办龙舟
赛，从城市到乡村，从竞技比赛到体验游
乐，龙舟赛俨然成为端午民俗的“顶
流”。以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首次“村舟
赛”为例，一天内就吸引了十多万人前往
打卡。

作为一项沿袭千年的民俗活动，龙
舟赛热度没有丝毫衰减，其近年来持续
升温，龙舟热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底层逻
辑，它又给各地带来了什么？

仲夏端午
龙舟竞渡最吸睛

这个端午，龙舟赛在四川多个地方
次第上演。6月8日，端午假期第一天，眉
山永寿岷江段便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和
呐喊声，永寿镇太平古街“龙腾端阳·乐
享太平”村舟荟拉开帷幕。6月9日，
2024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四川德阳站）开
赛。6月10日端午当天，阆中古城南津关
码头，阆中第六届嘉陵江龙舟赛如约而
至；广安市武胜县，2024年四川省“百舟
竞渡迎端午”集中展演暨武胜县第28届
端午龙舟赛激情开赛。

6月11日，端午小长假已过，达州渠
县依然热闹，2024“龙腾渠江”川渝龙舟
精英邀请赛在渠江展开巅峰对决。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这个端午期
间，多地琳琅满目的文旅活动中，龙舟赛
无疑最扯眼球，风头无两。

“赛龙舟”是我国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之一，但其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
历经千年的演变，划龙舟已成为各地端
午节热门项目。四川举办龙舟赛的许多
地区，也大多都有端午划龙舟、赛龙舟的
习俗和传统。早在唐朝天宝初年，广安
武胜县就有端午赛龙舟的记载。明、清
及民国时代，武胜端午赛龙舟记载绵延不
断。1980年，武胜县举办了改革开放以
后的第一届端午龙舟赛。此后规模逐届
扩大，2024年端午龙舟赛系武胜县第28
届端午龙舟赛。阆中古城嘉陵江龙舟赛
自2016年开始，也已成功举办五届。

的确，相较于其他民俗活动，赛龙舟
不仅有独到的文化之美，如赛前起龙、点
睛等传统仪式，还兼具体育竞技之魂。

“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是龙舟赛的精神内
核，很受国人推崇，置身于这样的氛围

里，无论参赛选手还是观众，自然能产生
情感共鸣。”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党委副
书记李波说，这也是永寿镇筹办端午文
旅活动时，选择举办龙舟赛的重要因素。

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易剑
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龙舟赛这项运
动还具有很强的涵容性，它能够吸纳和
融入不同人群加入。无论本地人、外地
人，还是外国人，都能成为龙舟队的一员。

超高人气
全民参与趋势明显

对于永寿镇而言，端午龙舟赛还算一
件新鲜事，赛事规模和规格也远不如其
他地方，但办赛效果却远远超出了预期。

“完全没想到这么多人！据相关部
门统计，仅6月8日这一天，龙舟赛核心区
域至少就有11万人。”李波说，办赛之前
他们作过预估，人流量最多五六万人，完
全没料到实际人数在两倍以上。“这还只
是太平古街这一核心区域，附近田间地
头、乡道村居的外围游客，也有好几万
人。”如此巨大的人流量，让李波和同事
直呼“难以想象”。

“这就是传统文化天然的魅力！”李
波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刻在了国人的
基因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只需要

一个契机，就能将其唤醒。让传承千年
的端午民俗历久弥新永保激情，最“契
机”的无疑就是龙舟赛。

这项古老民俗之于年轻人，正展现
出无法抵御的魅力。“龙舟赛是很酷炫
的传统文化，是00后的端午国潮。”今年
在阆中参加龙舟赛的21岁宜宾小伙张
正勇说。张正勇是阆中水城飞浆龙舟
队的运动员，这支队伍中，00后占了大
多数。

龙舟赛参与者越来越年轻化，代表
着这一传统文化正被更多人喜爱和重
视，且表现出全民参与的大趋势

还是以眉山东坡区“村舟荟”为例，
一场小小的村舟赛，却带动了全镇近3万
常住人口的积极参与。“我们采用的是全
川最大的古法木质船，和竞赛性龙舟不
一样，我们的船能容纳32个人。”李波说，
船上32人的背后就是32个家庭以及他们
的朋友圈；每艘船又代表的是一个村。
除了参赛队员，还有加油鼓劲的拉拉队
成员，以及提供赛事保障的安保、应急、
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可以说是全民参
与，这样高的参与度是其他许多民俗活
动无法比拟的。”李波说。

在龙舟赛的带动下，今年端午假期，
阆中古城接待游客11.4万人次，同比增
长199.46%。

流量变“留量”
传统文化热带火文旅消费

“这一桌还有豆花饭没上，快招呼
着！”6月8日当天，东坡区永寿镇上的豆
花饭店都忙得不可开交，好多店的营业
额都达到了万元以上。河岸上、乡道道
路边的上百个摊位，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品尝购买。“没有具体算过，不过以人均
消费20元来估算的话，当天收入也在200
万元以上。”李波说。

村舟荟的举办地罗平社区，在清朝初
期又名太平场，上个世纪80年代改名罗平
镇，2000年后又称罗平社区，隶属永寿
镇。罗平有条街道，唤作太平古街。太平
古街是东坡区现存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
街区，这里曾是古时的渡口。

“最好的保护就是利用。”李波说，如
何围绕太平古街的现存优势,做好城乡
文旅融合发展的文章,是永寿镇近年来
不断思考的问题。端午活动的构想也应
运而生。

“既要游客有体验感,又要群众有获得
感，这是关键。”因此，村舟荟从一场原本定
性为镇内自发群众活动，到一次次的活动
扩容，规模、规格同步提升，活动方案也在
一次次会议中不断完善成型，最终除了村
落龙舟赛外，还增添了岷江抢鸭子、千桌万
人豆花宴、古街情景打卡秀三个内容，吸引
了广大游客前来看龙舟、抢鸭子，吃非遗美
食豆花饭，逛游古街感受历史气息。

阆中亦是如此。阆中市文化和旅游
局负责人表示，阆中抓住传统节庆机遇，
打造有古城IP的端午文化旅游品牌。今
年，赛龙舟、包粽子、挂艾草等端午经典
项目，掀起一轮传统文化新热潮。

赛事搭台、经济唱戏，以龙舟赛为端
午节抓手，不仅诠释传统文化魅力、彰显
文体旅融合发展成效，也体现了群众体
育盛事的“乘数效应”，拉动“吃住行游购
娱”全链条效益增长。

从全国性赛事到地方民间赛事，龙
舟赛爆火的根本还是流淌千年的传统文
化魅力，以及根植于国人骨子里的文化
自信。“传统文化热”给各地带来的，也不
仅是人气、财气，还有各地知名度、美誉
度的不断提升。

当然，要接住这一波流量，进而转化
为“留量”，甚至上升为城市新名片，还需
要各地在赛事保障、基础设施、配套活动
等诸多方面巧用心思、持续发力，才能让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大活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 谢杰

▲6月8日，参加“太
平古街”村舟荟的
龙舟队在岷江劈波
逐浪。 受访者供图

小小“村舟赛”一天引十万人打卡
端午“顶流”龙舟赛带火多地文旅消费

◀ 6月9日，成都，参
赛队伍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