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余世学的
2024年，那就是“忙”。

忙着下乡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忙
着带新人了解当地情况、忙着统计土地
的各项指标、忙着收集老乡的建议、忙
着学习不同地方种粮的先进经验……
作为凉山州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站长，一
年中，余世学有不同的“忙法”。

从关心能否吃饱，到大家能否吃
好，再到现在怎样才能种粮致富……对
余世学来说，见证土地的变化，感知土
地的生命力，了解土地的故事，是他近
40年来的工作重点。

连续三届当选省人大代表，“为土
地上的事儿代言”，成为余世学10多年
来的履职主题。1月20日，四川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这
个从大凉山走来的省人大代表，正捧着
一份关于探索粮经轮作和农业适度规
模化经营，实现“种粮致富”的建议，加
快脚步，朝会上走去。

大会开幕前，余世学接受了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和我们聊了
聊关于土地的那些事儿。

见证大凉山土地上的每一个变化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对余世学
而言，没有什么，是比脚下的这片土地
和土地上的粮食更重要的事。

一条长300多公里的安宁河，从北
向南穿过大凉山，造就了四川第二大平
原——安宁河谷平原。肥沃的土地和丰
富的物产，使这里被誉为“天府粮仓”凉
山片区。余世学的人生，就和这片土地
紧密相连。这位59岁的种粮人，头发已
斑白，炙热的阳光赋予了他黝黑的皮
肤。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挡住了他眼角
的纹路。平时不善言辞的他，一聊起种
粮，头头是道。用当地阿妈的话来说，这

一看就是个“有知识的种粮人”。
事实也是如此。1987年，余世学来

到凉山州农业技术推广站。38年来，他
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吃饱到吃
好、再到致富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
凉山开始推行杂交玉米高产攻关。“当
时想要突破每亩1000公斤的大关，大
家想尽了办法，怎么弄都不行。”粗放式
操作下，即便是靠着肥沃的土壤，一群
人也没了招。如何才能让大家吃饱
饭？一群大凉山的种粮人开始尝试一
轮又一轮的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
2010 年，凉山州杂交玉米突破亩产
1218公斤，“这在当时的整个西部地区，
都算得上是‘高产’。”

2020年，凉山州全面脱贫。在解决
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后，大家开始考虑
如何吃好饭。“种子、技术、肥料、病虫防
控、收储，这些环节至关重要，任何一步
落下了，都会出问题。”余世学说。

于是，最新的粮食品类，种在了会
理、会东、美姑等市县的田间地头；现代

玉米种业园区里藏着上百种玉米种子
“芯片”；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穿过安宁
河谷平原；超级杂交水稻完成单季亩产
1200公斤超高产攻关……在凉山，稻苗
生长、瓜果飘香、一派生机。

找到守护粮食安全的关键

当选省人大代表的这些年，余世学
关心着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建
议优化粮食补贴政策，调动农户种粮积
极性；加强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种
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和资金支持；扶持
凉山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他提出
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当地高度重视，部
分建议被相关单位采纳实施。

这几年，余世学琢磨着土地上出现
的新问题。随着种粮收益走低，部分农
户选择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与经济作物

“争地”。如何调动当地农户种粮积极
性，实现“种粮致富”，成为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去年，余世学跟随当地人大
代表团，一起前往凉山州的几个县市考
察农业发展。他发现，不同的地方土
壤、气候有着不同的属性，因地制宜“粮
经轮作、套种”才是适宜的道路。“像冕
宁的‘粮烟复合’模式，采用大豆、苦荞
和烤烟套种、轮作的形式，就相对比较
成功。而其他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也
让人深受启发。”

今年，余世学开始关注土地上的野
生动物。在平时治理土地撂荒的过程
中，他发现，在凉山的一些山区，野猪、
猴子成群下山，趁人不备，破坏地里的
粮食，给当地村民造成不小的损失。

“庄稼地里‘稻草人’也不管用了，有
的老乡要半夜起来不停敲打盆子，驱赶
野猪野猴。”余世学说。在调研过程中，
他还发现，野生动物破坏庄稼后，老乡们
的理赔程序相对复杂，且收益大幅降低，

也会打击老乡们种粮的积极性。
“我认为林草部门要积极开展野生

动物资源调查，全面掌握野生动物的分
布区域、种群数量、迁徙路径等信息。
对于过度繁殖的野生动物，可以采取捕
捉并转移到其他适宜栖息地的措施。
同时根据农作物损失的情况，制订具体
的补偿标准，确保农民能够获得合理的
赔偿；并且研发安装防御设施，有效保
证大家的安全。”余世学说。

发现土地的下一个机会

在一次次农业的变革和发展中，余
世学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大家种粮观念
的改变和守护粮食安全的决心，也看见
了土地赋予的每一次机会。新的机会
再次降临，在打造“天府粮仓”的过程
中，安宁河谷平原被寄予厚望。“由于地
形地貌等许多原因，目前凉山农业整体
机械化程度不高、精细化程度不够，季
节性缺水明显、基础设施还需完善。”在
余世学看来，这些挑战背后，都藏着凉
山农业“突起”的机会。“特色农业、高山
种植养殖、森林粮库这些都是方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5
年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坚持以“五
良”融合为牵引，持续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业发展的核心，还是在于机械
化。”余世学说，现在种粮相比以前更讲
究一个“科学”，“智能化的产品会越来越
多，无人驾驶的农机、点对点的精准栽培
等等，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凉山大地上看
到，方方面面都在向好发展。”

余世学依旧对大凉山充满信心，
“未来，这片土地上还会长出更多的农
业奇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对视频智能
辅助生产服务项目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
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

一、招标内容
采购视频智能辅助生产能力服务，主要包括：版

权素材、图片创作、视频创作、资源中心、视频编辑器、
aPaaS对接、创作内容管理、企业协作等等能力服务

服务期：视频智能辅助生产服务期限1年，自招标
人确认能够正常使用之日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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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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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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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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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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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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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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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格式原件扫描件，一并发送至招标人指定邮
箱：1143733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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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5年1月22日——1月27日（工作日上

午9点-11点，下午2点至5点）；
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传媒大厦10楼A区）
五、投标
1.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2月11日11：

30。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传媒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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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老师，

联系电话：028-86969088。
招标文件咨询联系人：万老师，联系电话：

17602866760。
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月22日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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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每日人物

委员在这里

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资阳市
副市长李发刚告诉记者，自己今年关注
重点之一是文旅产业和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的发展为地方创造了大
量就业，促进了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
周边产业链式发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李发刚介
绍，近年来，全国文旅产业发展迅猛，主
题公园成为各地文旅发展的关键力量，
凭借独特魅力创造诸多效益。

四川文化底蕴深厚，古蜀、三国、民
俗、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却仅有零散文
化主题景点，未形成高影响力的主题公
园集群。周边的重庆、贵州、湖北、湖南
等省市，主题公园数量可观，对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省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打造世界
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当下，我省亟需整合
优势资源，加快构建主题公园发展体
系，以此提升文旅竞争力，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李发刚说。

为此，他建议由省级相关部门牵
头，联合专家团队，制定全省主题公园
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全省主题公园发
展，实现差异化、特色化、互补性发展。
如资阳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处于成渝
地区中部、天府机场旁、轨道交通覆盖
区，发展主题公园有现实需要、有产业

基础、有广阔前景。经过多年的探索，
资阳依靠传统资源发展文旅成效欠佳，
致使成都都市圈东部文旅产业存在短
板，亟需主题公园这一创新业态来破
局。可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巴蜀文化、
蜀源文化等资源，在资阳打造集文化体
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主题公园，
为资阳乃至整个成都都市圈文旅发展
注入新活力。

另一方面，李发刚建议，要鼓励各
主题公园加强自身IP打造和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围绕主题公园，大力发展餐
饮、住宿、文化娱乐、夜间消费等配套，
开发“主题公园+”精品线路，引流游客
二次消费，盘活文旅资源存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省政协委员李发刚：

建议加快构建主题公园发展体系

省人大代表、大凉山“种粮人”余世学：

土地里正长出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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