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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重庆重报印务有限

公司全自动模切机设备采购，资金来源
为企业自筹，采购资金已落实，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参
与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
2.招标项目：全自动带清废平压平

模切机，一套。
2.1.履约期限：60天。
2.2.履约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鱼嘴

镇康泰路99号。
3.招标范围：本项目为交钥匙工

程，包括所有相关的设计、采购、制造、
运输、吊装、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及售
后服务等。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承担民事责任和完全履行

合同能力的独立法人公司。
2.具有完成本项目工作的技术力

量和良好的财务状况。
3.在人员、设备、资金、服务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

4.提交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重
庆市第三方征信机构——华龙信用
（https://www.hlxy.com）出具的有
效信用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信
用报告须显示投标人近3年无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对象名单、黑
名单记录。

四、投标报名
1. 报名时间：2022年 12月 26日

09时至2023年01月03日16时。
2.报名方式：

2.1.现场报名，地点：重庆重报印
务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
路99号）。

2.2.网络报名（详见“联系方式”）。
3.报名递交资料：介绍信、营业执

照、委托人身份证明等。以上资料必须
加盖单位鲜章。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的招标文件由招标人采取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
六、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的投标保证金为3万元。
七、投标截止日期及投标文件送达
1.本项目的投标截止日期为2023

年01月03日16时整。
2.投标文件送达地点：重庆重报印

务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
路99号。

3.投标文件送达方式：现场送达或
邮寄送达。

4.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
或未密封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八、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龙网”、“重庆

日报”上同时发布。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路

99号
联系人：凌先生
电话：
023-62804021、13608306136
电 子 邮 箱 ：13608306136@163.

com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6日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全自动模切机设备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2月24日，国网长寿供电公司在
220千伏花庄变电站完成重庆地区首
批GIS设备气室进行气体置换，六氟
化硫和氮气以体积比3:7进行混合，
有效减少六氟化硫气体用量，以关键
技术装备攻关，推动电网节能减排，助
力设备侧“双碳”目标落实落地。

六氟化硫主要用作电气设备的绝
缘和灭弧介质，包括六氟化硫断路器、
GIS设备等。但同时也是一种极强的
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性能是空气的
23000倍。因此减少使用六氟化硫气
体，全面加强六氟化硫气体使用和监

管，采用混合气体替代六氟化硫气体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据悉，国网长寿供电公司作为我
市首批试点变电站混合气体改造单
位，改造项目包括110千伏蟠龙寨变
电站、220千伏一碗水变电站、220千
伏花庄变电站。

长寿供电公司针对220千伏花庄
变电站实际，在现场准备工作全部到
位后，开始将原六氟化硫气体回收，打
开检修窗检查内部触头有无异常，更
换铜钨合金触头，清洁气室，再更换吸
附剂，封窗抽真空，冲装混合气体，最

后整体进行试验工作，以确保设备绝
缘性良好可以安全稳定运行。

下一步，该公司将针对试点变电
站混合气体改造重点难点问题全力开
展科技攻关，结合实际研究混合气体
故障特性，持续加强设备运行维护，定
期开展日常巡视和带电检测，重点对
气体混合比、气室压力等指标进行测
试，做好检验检测和气体回收，保证试
点设备运行良好，为进一步开展扩大
混合气体GIS设备应用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

刘科研 李欣

国网长寿供电公司：顺利完成变电站GIS“绿色”气体置换

近日，规划总面积约13平方公
里，位于渝北区的重庆洛碛物流城正
式启动建设。区域优势叠加赋予了
重庆洛碛物流城更多的发展空间和
雄厚的发展潜力。

在区位上，重庆洛碛物流城位于
渝北区洛碛镇，这里是是重庆北部最
古老的小镇，是重庆最大的码头之
一，航运历史悠久，同时，这里拥有临
空缘城的区位优势，是重庆主城区与
长寿区的交界处，背靠两江新区和长

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主城经济板块
和长寿经济板块的最佳结合点。

在空间上，重庆洛碛物流城具备
协调服务主城、长寿以及四川等腹地
物资运输，拥有南西北三条产业物流
大通道：

南向大通道——承接主城区产
业转移，在特大城市经济辐射和都市
消费的拉动下，具备建立现代服务业
体系的市场条件；

西向大通道——服务两江新区、

空港新城、鱼复产业园、龙兴工业园、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等的建设，提供
建材物流配套服务；

北向大通道——服务长寿国家
级开发区、晏家工业园区，提供化工
物流服务。

洛碛物流城项目建设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洛碛物流城的建
设，将助力未来形成“果园+洛碛”的

“双核”发展格局，推动港口与城市和
谐共生发展。 谨言

重庆洛碛物流城：立足区域优势 做好物流发展大文章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近日，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
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12月25日，市医保局有
关负责人解读称，《意见》统一了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支付比例，对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返贫致贫人口按不低于70%的比
例救助，其他重特大疾病救助对象救助比
例不低于60%。

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意见》融合了我市现行医疗救助政
策和乡村振兴医保帮扶政策，聚焦减轻困
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建立健
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进
一步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强化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
合保障，促进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与慈善救
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协同发展、有效衔接，
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

“医疗救助公平覆盖了医疗费用负担
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根据救助对
象类别实施分类救助。”该负责人说，对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
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按
规定给予救助。对不符合低保、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或低保边缘家庭条件，但因高额
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
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简称因病致贫重病患
者，根据实际给予一定救助。

对于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其他
救助对象，按照既往政策规定继续实施救
助。

医疗救助对象如何认定？按照《意
见》，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
成员由民政部门认定；农村易返贫致贫人
口由乡村振兴部门认定。因病致贫家庭
重病患者由民政部门会同医保部门等相
关部门合理确定认定条件，目前相关文件
正在制定中。各区县政府规定的其他特
殊困难人员，按上述救助对象类别给予相
应救助。

救助对象身份自被认定后，相关信
息由认定部门及时上传报送，医保、民
政、乡村振兴部门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
为新增人员及时办理参保登记并添加享
受待遇标识，确保及时纳入医疗救助保
障。

医疗救助对困难群众实施
托底保障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意见》，将发挥
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参保人员享受同
等的基本医保待遇；大病保险对参加居民
医保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
员，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5个
百分点、取消封顶线；医疗救助对困难群
众实施托底保障。

其中，要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对
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群众给予分类资
助。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一
档的，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
按照90%给予定额资助，返贫致贫人口、
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和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按照70%给予定额资
助；救助对象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二档的，统一按照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100%给予资助。

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
范围内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给予
倾斜救助

“和之前的政策相比，《意见》统一了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支付比例。对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按不低于
70%的比例救助，其他重特大疾病救助对
象救助比例不低于60%。”该负责人表
示，并且明确了封顶线，年度救助限额分
别不低于10万元、6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新增了倾斜救
助，即对规范转诊且在全市范围内就医的
救助对象，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范
围内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救
助，具体救助标准由各区县政府根据医疗
救助基金筹资情况科学确定。

如果未按规定转诊，所发生的医疗费
用原则上不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此举的目
的是规范救助对象的诊疗行为，倡导基层
首诊，规范转诊，合理就医。”该负责人说。

参保群众如何更方便快捷获得医疗救
助？身份明确的救助对象，在市内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实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未获得“一站式”
即时结算的，到区县医保经办窗口或乡镇
（街道）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申请即可
获得救助；经基层首诊转诊的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无需缴纳住院押金。

重庆统一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支付比例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按不低于70%的比例救助
■其他重特大疾病救助对象救助比例不低于60%

□本报通讯员 胡肖艺

12月 24日一早，在八桥镇五一社
区，由社区干部、党员代表、网格员等组成
的“民生走访小分队”，正挨家挨户为辖区
低保户、独居老人、残疾人、老党员等困难
群体和重点人群发放“健康防疫包”，其中
包含抗原试纸、消毒湿巾、体温计、双黄连
等物资。随着防疫包一同发出的，还有一

份详细的健康管理温馨提示，用于指导群
众科学、合理、对症用药。

“我腿脚做过手术，行动不太方便，平
时他们就常常上门关心我的生活情况，这
次又给我送来这么多东西，感谢党和政府
一直以来的关心关怀。”拿到“健康防疫
包”后，独居老人田世碧动容地说。同时，
她也给社区工作人员提出，希望能在小区
再安装些便民座椅，方便大家歇脚、聊天。

五一社区工作人员安川表示，面对像
田阿姨这样的特殊群体，“民生走访小分
队”把健康送上门的同时，也趁机收集老
人的意见建议，把辖区困难群体和重点人
群的需求再深入梳理一遍，以便为他们提
供更多帮助。

从12月24日起，大渡口区66个社
区、32个村近百支“民生走访小分队”同
时行动，在走访中将首批共计2000份“健

康防疫包”派送到群众手中。接下来，大
渡口区还将根据重点人群的需求，结合疫
情防控新形势，继续发放超过2万份“健
康防疫包”。

据悉，大渡口区通过开展民生大走
访，建立重点人群台账，构建科学巡防机
制，通过“访民情、送健康、防疫情、听意
见、解难题”的方式，保障辖区重点人群需
求。

大渡口区为困难群体发放“健康防疫包”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兔儿怕生得很，就喜欢安静，突然遭吓到了就
容易死……”

“就是，还爱干净，哪点都要给它们收拾得干干
净净才行。”

冬至时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普子镇肉兔
养殖基地内，技术员郑茂伟和饲养员薛兴旭一边打
扫兔舍，一边轻声交流着。

别看郑茂伟和薛兴旭如今说起肉兔养殖头头是
道，但3年前，两人从未与肉兔打过交道，“农村长
大，猪羊牛鸭都养过，就是没喂过兔子，哪能想到现
在要管理这一年出7万多只兔子的养殖基地哦。”

那么，郑茂伟等人是如何从养兔“两眼一抹黑”
成为如今的“养兔专家”呢？

鲁渝协作 年出栏商品兔70000余只

故事要从2020年年初说起。
“普子镇地处彭水与石柱交界处，距彭水县城约

60公里，辖3个社区、8个行政村。”普子镇党委书记
余光明介绍，2020年之前，大部分村社缺少产业，村
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来源。

为此，普子镇党委、政府引导镇里的9个村社筹
资460万元，并经多方考察后，决定在普子坝社区建
立肉兔养殖基地，大力发展肉兔产业。

“当年我们建成了占地110亩的肉兔养殖一期
项目，引进了伊拉兔母兔2500只，种公兔150只。”
该养殖基地负责人吴胜江说，伊拉兔具有生长周期
短，产仔率、产肉率高的特性，一般饲养7个月就能
达到出栏标准。

随后，养殖基地又搭上了鲁渝协作的“东风”，与
山东双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肉兔养殖合作协
议，由双运牧业在技术、种兔、饲料方面提供“保姆
式”服务，并对肉兔实行保底价格回收。

在鲁渝协作项目资金的支持下，2021年，普子
肉兔养殖项目二期工程建成投用。

“肉兔现在是供不应求，基本上不用双运牧业进
行保底收购。”吴胜江介绍，除兔贩子上门收购外，养
殖基地的兔子主要销往璧山等地，“今年价格最高时
达到每斤13元，最低也有7元多。”

2021年，养殖基地全年出栏商品兔4.5万余只，
实现销售收入230万余元，为9个村级集体经济创收25万余元；2022年，
截至目前已出栏商品兔7万余只，实现销售收入320万余元，为9个村级
集体经济创收40万元。

技术培训 实现家门口务工增收

正是在普子镇决定发展肉兔产业时，时年45岁的郑茂伟和镇里其余
几人被选派前往山东学习肉兔养殖技术。

到山东学习养殖技术的机会，让郑茂伟格外珍视：“山东的老师讲得
细，上午实际操作，下午讲理论，从饲养方法、人工授精到疫病防治、圈舍
消毒等培训了整整一个月。”

此后，双运牧业又派出1名技术人员到普子镇，对种兔进行跟踪监
测，并驻场15天对饲养人员进行指导。

踏实肯学肯干的郑茂伟很快掌握了肉兔养殖技术，也被养殖基地聘
请为技术员。

“我的工作就是带领饲养员照顾好基地里所有兔子的健康，负责种兔
的配种。”对于郑茂伟来说，技术员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不仅仅是每个月
7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里，不用再外出打工。

除了郑茂伟，养殖基地还为其余13名当地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分
别是薛兴旭等12名饲养员和1名水电工。

“我们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然后在茂伟指导下喂养兔子。”薛兴旭的
收入由固定工资和提成两部分组成，平均月收入超过3300元。

带动散户 肉兔养殖成为支柱产业

“我们在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的同时，也积极引导群众搭上
‘致富顺风车’，实现增收致富。”余光明介绍，养殖技术成熟、销售渠道稳
定，让更多村民看好肉兔养殖的前景并主动参与进来。

“娃儿他老汉以前在外头打工，挣了钱但顾不到屋。”普子镇大龙桥村
村民王昌秀是肉兔养殖基地的第一批饲养员，基本掌握了肉兔养殖技
术。2021年5月，在政府引导下，她和丈夫薛兴建决定发展肉兔养殖，

“当时买了200只种兔，今年出栏了2300多只，纯收入有三万五，效益还
是多好的。”

王昌秀介绍，肉兔养殖不需要太大的劳动力，上了60岁每年养150
只种兔都比较轻松。

“兔子常见病有拉肚子、螨病、球虫病等，我们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预
防为主，将一些预防药拌在饲料中喂兔子。”普子镇石坝子村村民王美均
养了150只种兔，今年纯收入超过3万元。

此外，大龙桥村村民马明清、吴家法等也通过养殖肉兔增加了家庭收
入。

“人们常说‘狡兔三窟’，我们这里却是一兔填‘三窟’。”余光明说，“三
窟”就是村集体无产业无收入、村民无技术不能就近务工增收、村民无产
业增收路径三大“窟窿”。

目前，普子镇肉兔养殖基地正积极申报肉兔屠宰冷藏和有机肥加工
生产项目，并逐步形成辐射范围广、联动程度高、经济效益好的支柱产业，
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在肉兔产业的带动下，走循环综合利用的发展模式，加工兔粪有机
肥用于发展红柚、柑橘、中药材等种植业，跑出普子镇乡村振兴加速度。”
对于未来，余光明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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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龙兴足球场外景。目前，该项目有约百
名工人正在加紧进行室外景观施工和室内收尾工作，将
于本月底如期竣工。

重庆龙兴足球场位于两江新区龙盛新城，总建筑面

积16.69万平方米，可容纳约6万人观赛，是重庆市打造
的首座专业足球场，也是中国在建的规模最大的专业足
球场之一。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龙兴足球场月底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