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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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在成都创刊的《华西都市
报》是我国第一份都市报，从这一点也能
看出，我们四川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
特质。”谈起华西都市报的历史，新希望
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感慨万分。

在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年暨封面传
媒成立9周年之际，刘永好接受了记者的
专访。在访谈中，刘永好像一位老朋友，
细数了他与华西都市报多年来的缘分和
故事。“从华西都市报到封面新闻，变革、
创新的精神一直延续，我相信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会越办越好，记录这个时
代，也成为时代变迁的一个印记。”作为
华西都市报的老读者，刘永好祝华西都
市报30岁生日快乐，并祝愿华西都市报
未来保持本土特色，亲民助民之外，紧跟
时代创新不止，办得更具影响力，取得更
大的成就！

放弃“铁饭碗”创业
四川诞生全球第一大饲料生产商

“四川是新希望发起的地方，1982
年，我们兄弟4个放弃了‘铁饭碗’，所
有积蓄加上卖掉自行车和手表等物件
的钱，凑了1000块，就在新津古家村办
起了‘育新良种场’。”采访中，刘永好
回忆起了创办新希望的历史，以育新良
种场为起点，他开始慢慢走向全国乃至
全世界。

刘永好说，成都是新希望起家的
地方，也是集团总部所在地。一直以
来，新希望都把成都、把四川当作根据
地，不断深耕厚植，一起成长发展。新
希望集团在四川坚持以农牧食品产业
为主，同时在乳业与快消、化工投资、
城市建设与生活服务、冷链物流、金融
科技、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布局，过去
五年累计在川投资超500亿元，纳税超
100亿元。

如今，新希望这家从成都走出去的
企业，已经拥有全球第一的饲料产能，
全国第二的冷链物流订单规模，全国第
三的生猪养殖规模，全国第四的肉食品
加工能力，销售额全国第五的液态奶乳
业，还是中国最大的肉、蛋、奶综合供应
商之一。

2022年，新希望投资2.5亿元建成全
国首个种猪生产与种猪培养楼房式一体
化猪场——新津智能猪场。刘永好表
示，新希望集团作为绿色食品产业的“链
主”企业，新津智能猪场的正式投用不仅
有利于优化企业的产业布局，还将对成
都在生猪种业发展、保供及肉品安全等
方面提供坚实的科技保障，通过“展示+
生产”助推天府农博园成为“川猪”产业
的重要展示窗口和生产基地。

回忆结缘往事
“华西都市报始终走在报业改革前列”

从新希望乡村振兴“村长班”开班
仪式到全国两会现场，从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到封面年
度人物盘点，从四川未来大会到中外
知名企业四川行……回顾过往岁月，
多年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刘永
好和新希望集团投入了大量的关注，
而刘永好也与华西都市报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早在华西都市报成立22周年之时，
刘永好就曾接受记者专访，彼时他对华
西都市报22年来的发展给予了盛赞，“办
得相当不错。希望华西都市报在未来的
20年办得更好，为我们四川经济、四川
老乡提供更多帮助！”

“从四川到全国，从纸媒到智媒，从
华西到封面，从读者到用户，唯有不断地
创新，才能永立潮头。”时间快进到华西
都市报成立25周年，刘永好再次接受华
西都市报记者专访。回忆起与华西都市
报的结缘往事，他表示在20多年前就天
天看华西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是中国第
一张都市报，亲近市民 、亲近经济、亲近
文化，我觉得非常有看头。”他将华西都
市报比作一个正值青春的小伙子，并夸
赞“充满活力”。

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第一个
提出“市民生活报”的办报定位。2015
年10月，华西都市报融合转型的封面
传媒正式成立，开启“互联网+媒体”新
征程。

在刘永好的感触中，华西都市报始
终走在全国报业改革的前列，并且越来
越专业化、市场化。而封面新闻的诞生，
开启了互联网+媒体新征程，再一次走
在了媒体变革的前沿。刘永好认为，这
一变革，适应了时代发展，可以更便捷、
更快速、更灵活、更具可读性地向外展示
四川以及全国的新变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新希望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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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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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集团养猪工厂

新希望集团饲料工厂

西昌发现44个恐龙足迹化石
距今约1.25亿年至1.45亿年

1月14日，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学院院长、张斌教授带领其团队，
在西昌市泸山附近进行地理考察时，偶
然发现了一批恐龙足迹化石。这些足
迹大约有44个，长度范围在15厘米至
27厘米之间，步幅均匀，形态清晰，初步
判断可能属于兽脚类恐龙。

“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展地理
调查，当经过这个剖面时，发现上面有
很多裂缝（专业术语称为节理）。当时
我们一位老师在这儿拍照，我去触摸
节理的时候，感觉到岩层面上凹凸不
平，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恐龙的脚印。”
张斌介绍说。

“这些恐龙足迹化石大约有 44
个，它们记录了不同方向的行迹，我们
推测可能有多只恐龙在这里活动。”西
华师范大学大小凉山干旱河谷野外观
测研究站何雨栗博士表示，通过查阅
已有文献和实地调查，这些恐龙足迹
主要保存于下白垩统小坝组地层，因
此推测它们生活的时代，大概在距今
1.25亿年至1.45亿年之间。

考察团队通过对这些足迹化石的
研究，发现这些恐龙可能是一个或多
个群体，在湖边活动时留下的足迹。
考察团队发现这些恐龙足迹化石部分
保存状况良好，但也有一些因受到地
质构造和风化作用的影响而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这些化石
仍然提供了了解恐龙生活习性和行为

方式的重要线索。
此外，考察团队还根据足迹的形

态特征，初步判断这些恐龙可能属于
兽脚类恐龙，是一类食肉型恐龙。这
一发现对于深入了解恐龙的分类和演
化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不仅具
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还为地学科普旅
游提供了新的亮点。恐龙作为史前生
物的代表，一直深受公众喜爱。这批
恐龙足迹化石的发现，或将吸引更多
公众关注和参与古生物学的研究和科
普活动，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和推动科学普及。

此前，凉山州昭觉县、喜德县都
曾发现过恐龙足迹化石。针对此次
发现，考察团队表示，已与凉山州相
关主管部门取得联系，接下来将共同
加强对该处恐龙足迹化石的研究与
保护工作。
寒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西昌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