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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金字招牌 打造“中国桃坪”乡村旅游IP
一场晒坝发布会晒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新未来

华西都市报社将成都双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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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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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一年，若中标人未按
服务方案执行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二、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三、投标人资质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以下任意一项）：
①投标人可提供近三年任一年度（2021、2022、

2023）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除报
告外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②投标人可提供近三年任一年度（2021、2022、
2023）投标人内部的财务报表（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复印件；

③截止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成立不足一年的投标人，
提交公司成立至截止递交投标文件上月的内部的财务报
表（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复印件。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以下任意一项）：
①依法缴纳2023年度以来任意一个月的税收和

社会保障金证明材料，新成立的公司按实提供（以上
均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②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参加本次采购项目前三年内，在经营项目中没

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 投 标 人 不 得 为“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www.

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主体的投标人，不得为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中的投标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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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次采购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至少提供一个加盖投标人鲜章的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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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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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时间：2024年11月26日-2024年11月29日,

2024年12月2日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5点；
获取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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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12月16日下午5点。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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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发布形式
本投标邀请在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封面

新闻APP、华西都市报以公告形式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文件获取、投标及异议受理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028-86969016。
招标文件咨询联系人：曾老师
联系电话：13708172370

华西都市报社
2024年11月25日

招标公告

近日，热播年代剧《小巷人家》，让观众
看到了上个世纪纺织人家的家长里短、邻
里温情，也窥见了传统纺织工艺的一角。

如今，剧中传统纺织厂已退出历史
舞台。剧外，位于四川广安的一家全国
规模最大的数字化智能智造纺织厂内，
机器当上了“织娘”，不到一个小时，就能

“打印”出一件衣服。

“打印”的衣服可以正反两面穿

走进四川慕织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慕织科技）的智能制造车间，
500台一线成型电脑针织横机正在满负
荷运行，抬眼望去，储纱器飞速旋转，机
器上的针脚有节奏地跳动。伴随着电脑
屏幕上数据的不断变化，显示着“花板
行”“编织”等字样，一件件针织衫正缓缓
从机器出口处滑出。

“这就是我们先进的电脑横机一线
成型技术，可以完成整件衣服的编织。”
慕织科技行政部负责人谢文凤告诉记
者。她指着电脑介绍，只需根据羊毛、棉
等不同纱线，以及镂空、提花等不同样
式，设计不同的算法，再将算法输入至电
脑，混合搭配，机器不到一小时就能自动
操作织出衣服。

这样“打印”出来的衣服，是否具有
传统工艺制成品的细腻感呢？

记者伸手触摸一件成品针织衫，衣
服的正反两面竟然如出一辙，完全感受
不到任何缝合的线条，柔软舒适。背后
的秘密是什么？

在纺织业内，缝盘一直被视为整道
生产工序的“咽喉”。随着科技的发展，
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这台机器能直接实现缝盘的功能，
织出来的衣服完全不留缝盘痕迹。”谢文
凤介绍。这些具备智能传感器、自动控
制系统的设备，能够实时监测生产过程

中的各项参数，精准无误地把控每一个
环节。在针脚细密度上达到一定高度，
从而确保了每一件产品的品质。

每天最多可“打印”1.5万件

在一台机器旁，工人吴成英正仔细
翻看着“打印”出来的衣服。

今年52岁的吴成英，是广安前锋本地
人，她曾在东莞从事毛织工作长达数十年。
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她选择回到家乡。

在这里，工人们无需像《小巷人家》
中的宋莹那样，一直穿梭于织布机中忙
碌不停。相反，仅需轻轻按键，就能实现
全自动生产。每个工人要操作十二台机
器，如果多加一台机器，每天就能多赚十
块钱，因此大家积极性很高。吴成英笑
着说，“多的时候，我每个月能够赚到七
八千块呢！”

由于采用了先进的一线成型电脑横
机，传统服装生产中工艺复杂、工序衔接
不畅、生产周期长等难题被一一化解，生
产效率提升了30%。

“每天最高产量可达1.5万件，这是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谢文凤曾听公
司前辈提起，十年前公司的订单量一周
也不过8000件。

谢文凤介绍，目前公司拥有1000台
一体化电脑横机，预计年产服装数量可
达400万件至600万件，实现年产值4亿
元至6亿元。慕织科技也成为全国规模
最大的数字化智能智造纺织厂。

形成年产值近200亿元的产业链

以科技赋能纺织工艺，在广安市前
锋区，类似慕织科技的企业很多。

前锋区三丰数智面料产业园项目建
设现场，260余名工人正在忙碌。作为四
川省唯一的产业链成建制转移示范园
区，前锋区如今已汇聚江苏三丰等40余

家知名轻纺服装企业，形成年产值近200
亿元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印染、制衣、洗
水、印花及污水处理等各环节。

前锋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紧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机遇，依托毗邻重
庆的地理优势，正全力打造重庆都市圈
北部鞋服面料智造高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君

北京时间11月15日，在哥伦比亚卡
塔赫纳举行的联合国旅游组织执行委员
会第122次会议上，公布了2024年“最佳
旅游乡村”名单，四川桃坪村成为中国入
选的7个乡村之一。

11月25日，阿坝州理县桃坪村入选
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新闻发
布会在桃坪羌寨的粮食晒坝上举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理县将借力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的金字招牌，从提升旅游配套设施、
加强对外宣传营销、持续发展文化旅游
三个方面发力，写好桃坪文化旅游的后
半篇文章，助力阿坝州旅游高质量发展。

政府规划：
推动“东方古堡”为“世界古堡”
再增一处面向世界的旅游窗口

发布会上，理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杜
文钲介绍，桃坪村距离成都130公里，村
落面积32.52平方公里，辖4个村，常住人
口1084人，其中羌族1028人，属典型的
羌族聚居区。

处于桃坪村核心区的桃坪羌寨历史
悠久，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西汉时即在
此设广柔县，桃坪当时就是县辖隘口和防
御要地。羌寨内寨房相连相通、巷道纵
横，地下供水系统引入高山泉水，经暗沟
流至每家每户，集生产生活与军事防御为
一体。两千多年来，桃坪羌寨经历了战

争、自然灾害等考验，至今仍在使用，是现
有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筑文化艺术“活化
石”，被誉为“神奇的东方古堡”。

杜文钲表示，下一步，理县将借力世
界“最佳旅游乡村”这块金字招牌，做好
桃坪文化旅游的后半篇文章，以国际化
标准提升全县全域旅游发展水平。

在提升旅游配套设施上，理县将主
动加强与世界旅游组织的交流合作，高
标准提升改造桃坪村系列公共服务设
施，全面提升“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服
务水平，助力阿坝州在“G317”线上再增
加一处面向世界的旅游窗口。

同时，理县将深入挖掘全县传统村
落和非遗民族文化特色，着力打造“中国
桃坪”乡村旅游IP，全方位搭建桃坪村乡
村旅游外宣矩阵，向世界讲好中国桃坪

的乡村故事，推动桃坪羌寨“东方古堡”
变为“世界古堡”。

此外，理县将主动融入全州文旅发
展格局，推动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系列民宿休闲、网红自驾、研学旅
游、户外运动等多业态产业，推动净土阿
坝“高原产品”融入世界“高端市场”。

专家建议：
做好文化生态“活态化”文章

避免民族文化“博物馆化”“橱窗化”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王田认为，桃坪村有悠久而深厚的
民族文化，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生动
地呈现了《后汉书》所描述的岷江上游川
西北高原人群的聚落格局，即“皆依山居
止，累石为室”，展现了羌族高超的建筑

技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桃坪村就
开始探索以民族文化为内核的乡村旅游
业，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获得国际
级称号，实至名归。

王田指出，要实现可持续或者良性
发展，需抓住文化生态、文化主体、生产
性保护这三个关键词来做文章。

文化生态方面，要在桃坪村和全县
范围内培育、维护良好的文化生态、厚重
的文化土壤。理想的文化生态是活态
的，要避免民族文化“博物馆化”、“橱窗
化”，它和自然生态一样，是环环相扣、生
生不息的整体。

王田还建议，理县要明白文化的主
体是当地村民。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要避
免民族文化“舞台化”，过度文化展演虽
能短时间赚取“流量”，但应还俗于民、还
节于民，让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传习、传
承文化遗产，这或许是民族文化遗产保
护的一种有效路径。

“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或者目标不
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要让当地人过
上更好的日子。”王田说，桃坪羌寨、理
县、阿坝州在民族文化、农业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三者相融合方面已有了有益的
探索、成效和经验。今后要进一步挖掘、
发挥文化遗产软实力，赋能农业特色产业
和乡村旅游，为阿坝州乃至西南民族地区
的乡村振兴贡献桃坪经验、桃坪模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

机器当“织娘”一个小时内“打印”出一件衣服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桃坪羌寨的春日美景。理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