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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文化村（重报云麓）19号楼剩余公寓室内装修设计及施工招标公告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重报文化村（重报云麓）19号楼

剩余公寓室内装修设计及施工。
2.工程地点：重庆市万盛区黑山镇八角小城。
二、招标范围：重报文化村（重报云麓）19号

楼剩余公寓室内装修设计及施工（建筑面积分别
为27.32㎡、31.70㎡、31.76㎡、33.11㎡、33.24㎡、
38.04㎡，共计49套，实际装修套数以招标人书面
指令为准）。除家具、家电、床及床上用品外的全
部工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地面、墙面、天棚装饰、

水、电、厨房（厨柜、吊柜、电池炉、抽烟机、洗菜池
及龙头）、卫生间（洁具、花洒、热水器、洗脸盆、镜
子、毛巾架）、衣柜、成品套装门、开关、插座、电线、
灯具、阳台封窗（每套房屋施工时是否封窗由招标
人确定）等。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本次比选须投标人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

质和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2.投标人业绩要求：
（1）近3年内完成过质量合格的3个类似的

工程业绩，（类似工程指单个家装合同金额不少于
10万元人民币的装修设计、施工工程，附已签合
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近3年内累计装修房屋套数不少于100

套（业绩证明材料格式由投标人自理并加盖投标
人公章，须注明装修房屋坐落位置、房屋装修面
积、装修金额、装修时间等）。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时间及招标文件领取：
报名时间：2023年3月29日上午9：00-11：

00，下午2：00-4：00（北京时间），持营业执照（副
本）、资质证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报名。符合条
件免费领招标文件。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华龙网、重庆日报
六、公告发布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

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11楼。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63907863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28日

□本报记者 杨铌紫

3月28日晚，重庆广电大厦演播厅里座无虚
席，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
此进行。

杨霞、李小松、张兴义、刘绪海、李琦、黄露、
陈申福、雷煜、李贤菊、林云喜10名2022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获得者，以及重庆市第九批
援藏干部人才工作队和战山火的“逆行者”两个
特别奖集体获得者，纷纷走到台前，在聚光灯下
分享他们感人至深的故事。

惊喜
家人的出场令他们感动万分

伴随着温馨的儿歌，杨霞第一个出场，她穿
着淡黄色的衬衣，十分精神干练。杨霞是国家税
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龙兴税务所二级主
办，更是一位有着大爱之心的妈妈。11年来，杨
霞一直资助和关爱着贫困女孩，资助女孩们读
书，希望她们用知识改变命运。

“我对资助对象并没有太多要求，只要是女
孩，家庭条件困难，有愿望读书，最重要的是每个
月要给我写一封信。”杨霞说，比起物质上的资
助，她更关心孩子们每一天的成长，在一些关键
时候给予帮助。

“亲爱的杨妈妈，2018年8月8日，您来到了
我的身边，我成为了您在大凉山资助的第一个女
孩……”得知杨霞获奖，她曾资助的女孩也来到
了现场，在台上动情地念起写给杨霞的信，“杨妈
妈，没有您，我不会继续读书，不会走出大山看到
外面的世界，更不会知道女孩也可以靠自己的能
力去赢得尊重，是您让我对未来有了目标。”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杨霞泪洒现场。读完信
后，小女孩奔向杨妈妈，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
抱。女孩还带来了大家亲手制作的彝族手工

品——一张绣着向日葵的手帕。女孩说：“杨妈
妈就像向日葵一样充满阳光，给身边人带来希望
和快乐。”

同样收获惊喜的还有开州区云枫街道观音
桥社区居民李贤菊。14年前，70岁的李贤菊捡
到了一个弃婴，作为外孙女收养在身边，尽管外
孙女患有“脆骨病”，但她不离不弃，用羸弱的双
肩背着孩子上学、放学，成为孩子依靠的山。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李贤菊的女儿梁万菊推
着娜娜来到她面前。见到外孙女，李贤菊激动不
已，一直牵着娜娜的手不肯放，只顾着与娜娜说
话，她似乎忘了自己还在颁奖典礼现场。

“婆婆最爱的人是我，我最爱的人也是婆
婆，婆婆把最好的都给了我，我长大了要当医
生，救死扶伤。”小小年纪的娜娜十分懂事地说，
婆婆年龄大了，以后要好好学习，换自己来照顾
婆婆。

当主持人问到照顾娜娜会不会很辛苦，梁万
菊摆了摆手说：“一点都不辛苦，娜娜本来就是我
们的家人，我父亲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是娜娜，
交待我们要把娜娜养下去，娜娜也给全家人带来
了很多快乐。”

坚韧
依然抱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这是李琦
的座右铭。

李琦来自开州区临江镇龙桥村，是一个意志
力很强的少年，13岁时他被确诊为基因遗传病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但他没有停止泛舟学海的
双桨。高中毕业，李琦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清华大
学，成为了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即使双腿不便，李琦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走
向舞台中央，没有让任何人搀扶。他说，虽然身
体不听使唤，使不上力，但平时走路都靠自己走，

生活完全可以自理。
李琦强大的内心来源于他的父母，因为父母

告诉他，即便身体残疾，但是精神不能残疾。
“生活总是充满幸运和不幸，我的妈妈和哥

哥都患有这样的遗传性疾病，可我们还能快乐地
生活在一起，我也很幸运，通过努力学习走出了
大山，被清华大学录取，还是自己钟爱的医学专
业，希望以后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舞台上，李琦
掷地有声地说道，“心有多大，天空就有多高远！”

当晚，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清
华大学重庆招生组成员彭凌专程从北京赶来为
李琦颁发奖杯。在彭凌看来，李琦是一个坚韧

勇敢、身残志坚的孩子，他用行动诠释着清华的
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和李琦一样，巫山县官渡镇双月村村民刘绪
海也没有因自身残疾而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94年，刘绪海因车祸导致右手截肢，他没
有因此消沉，努力发展产业致富，虽然做砖厂生
意失败，背负了上百万的债务，他仍坚守信用努
力还债。

2015年，刘绪海自筹资金种植脆李，成为远
近闻名的脆李种植专家。2019年收入达到17
万余元。与此同时，他也萌发了带动更多残疾人
发展的念头，先后与5家种植户联合成立专业合

作社，在家里定期展开技能培训，免费为周边种
植户解决难题。

说到刘绪海种植路上最感谢的人，莫过于巫
山县官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华。“老刘，我们
又见面了！”看到李华来到舞台，刘绪海开心地笑
了起来。

“当初就是李主任手把手教我怎么种植脆
李，要不是他，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对于李华
的帮助，刘绪海一直铭记在心。

李华却说，刘绪海的成功全都得益于自己的
努力，他踏实肯干，为了给李树拉树枝，手臂上全
是勒痕，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佩服，是勤劳
致富的典范，是大家身边的好榜样。

“今年预计会有30万元的收入，到时欠下的
债就能全部还清了！”刘绪海坚定地说。

震撼
战山火的“逆行者”让人敬佩

2022年8月，重庆遭遇连续高温，面对频发
的山火，重庆市发布总林长紧急令，全面动员部
署加强森林防灭火工作。全市消防救援、应急局
专业救援队、武警部队以及无数干部群众、志愿
者投入到扑灭山火的战斗之中，他们有着共同的
名字——战山火的“逆行者”。

战山火的“逆行者”获得了特别奖，但这个奖
杯不只属于一个人，它属于所有为扑救山火做出
过贡献的人。

颁奖典礼接近尾声，大屏幕上播放起去年发
生山火时令人难忘的瞬间，消防员、摩托车骑手、
普通市民、山火记录者等纷纷走上台前，述说起
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时刻。

“我们是北碚消防救援支队城北救援站攻坚
班，我们是照片中那一撇红色……这是我做消防
员5年来，参加过的最激烈的战斗之一，也是最
难忘的一战，我没有想过在火场上能吃到冰镇的
西瓜、喝上清凉的饮料，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
身后有无数的志愿者和人民群众，他们是坚强的
后盾。”

“我们是一群摩托车运动爱好者，是照片中
那一捺蓝色……4天时间，我们往返于北碚和璧
山的火场，每天都要奔波10多个小时。有人问
我们，这么贵的摩托车，舍得吗？我们说，消防员
拿命去拼，我们这算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做火场消防员身后最坚实的依靠。”

“我叫栗杨镔，我在这座城生活了近50年……
在灼人的火场，成千上万的救援者构筑起一道道

‘长城’。致敬英雄的城市，致敬战山火的逆行
者！每个重庆人都了不起！”

……
一个个高亢有力的声音让人震撼，大家在舞

台上齐声呐喊着“重庆雄起”，表达着重庆人不屈
不挠的拼劲儿，把颁奖典礼推向了高潮，这股力
量也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掌声久久不息。

微光汇聚，亦可温暖一座城
——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侧记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张颖

巅峰之战，问鼎世赛。3月28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重庆从2012年开
始已连续参加5届世界技能大赛，代表中国培养
选手累计获得15金7银4铜11优胜佳绩，其中
重庆籍选手获得4金3银1优胜。

尤其在去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中，重庆基
地代表中国培养选手共获9金1银1铜2优胜，
成绩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这背后，除了选手们“台下十年功”的勤学苦
练，还有什么“秘籍”让重庆连续五届世界技能大
赛交出优异答卷？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揭秘背后的缘由。

重庆选手多次为中国夺得首金

世界技能大赛是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最高
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次，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该负责人介绍，重庆是全国最早参加世界技
能大赛的省市之一，从2012年开始已连续参加
5届大赛。

早在2015年，重庆妹子聂凤，代表中国参加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并获得美发项目金牌，成
为中国参加世赛第一个女冠军。

不仅如此，重庆选手梁攀成为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金牌得主；在2022年世
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重庆选手李小松和王珮又

分别夺得光电技术项目、美容项目的金牌。他们
三人，都为中国摘得了该项目参赛首金！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重庆青年技能
人才再次获得金牌意义重大，显示出新时代重庆
青年技能人才的优秀代表已经具备了国际领先
技能水平。”该负责人说，经第46届世界技能大
赛中国组委会研究，确定在全国245家单位设立
346个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其
中重庆获批建立光电技术、电子技术、美容、美发
等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随着重庆技能人才工作的深入，目前，重庆
已通过技能竞赛辐射带动100万余名技能人才
参加技能比拼，选拔高技能人才5万余人。

100余名选手代表重庆入选国家队

巴渝工匠为何能问鼎世界技能之巅？
“上级高度重视，各方大力支持，为选手夺冠

提供了坚强后盾。”该负责人坦言。
“我们成立了世界技能大赛重庆参赛集训领

导小组，组建了以市、部门、基地三级管理的技能人
才体系培养架构。”该负责人说，在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各部门密切配合，竞赛基地和专家团队、选手齐

心协力、攻坚克难，为取得佳绩提供了机制保障。
与此同时，我市围绕世界技能大赛，根据全

市产业发展和人才开发需要，对标世赛国赛项
目，全覆盖建立了市级竞赛集训基地144个，获
批建立国家竞赛集训基地23个和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研修中心。

在人才选拔方面，重庆打破了地域户籍限
制，放眼全国海选，梯次逐轮淘汰，通过实施“青
苗培养”项目，组建“世赛国赛班”，成立三级梯
队，累计选拔出300余名选手代表重庆参加全国
选拔赛，近100人入选国家队，国家队选手数位
居全国前列、中西部首位。

“重庆培养选手特别是世赛冠军，基本都是
历经5年以上刻苦钻研，不断磨炼技术技能和综
合素质。”该负责人透露，在比赛期间，不仅要沉
着应变、顽强拼搏，更要克服设备临时变更、技术
规则调整等突如其来的种种困难，才能不断突破
战胜传统强队和东道主国家选手，最终夺金圆
梦。

变竞赛金牌为技能品牌和产业名牌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重庆“宠”技能人才

是认真的，特别是对世赛获奖选手是“真舍得”，
更坚持把钱用在了“刀刃上”。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对世界技能大赛
获奖选手，分别给予金牌50万元、银牌30万元、
铜牌20万元、优胜奖10万元奖励。同时，选手
所在区县、单位参照给予配套奖励。

不仅如此，在政策上也给予扶持，我市对世
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直接颁发“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优先留校任教或留企工
作，破格晋升副高级以上职称。

此外，还直接授予全市五一劳动奖章、五四
青年奖章、三八红旗手等各类荣誉和入选重庆英
才·高技能领军人才等人才计划，纳入重庆英才
A卡服务范围；推荐参评全国各类荣誉、参选各
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联委员等，支
持建立市级、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促进更
好发挥传帮带作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大力实施“巴
渝工匠2025”行动计划，做好经验总结和发展规
划，不断健全完善全市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广泛
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训、以赛促
培、以赛促评、以赛促建，在更多领域更多项目上
培养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具体来讲，我市将抓好市级集训基地建设，
推动实施职业竞赛人才培养工程，着力培养世界
级职业技能竞赛名家、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专
家、市级职业技能竞赛行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
督导员，职业技能竞赛场地经理、技术翻译，以及
世界技能大赛、全国技能大赛、全国行业技能竞
赛等种子选手。

同时，做好经验总结和发展规划，在更多领
域更多项目上培养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围绕
美容、美发、电子技术、光电技术等金牌项目，推
动建立完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助力人才培养
评价和产业发展。

围绕“数字中国”“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
对接全市重点支柱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策
划第八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第三届全国
火锅小面技能大赛，举办“巴渝工匠”杯数字技
能、工业设计、智能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系
列竞赛，筹备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备战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参加第二届全
国技能大赛、行业竞赛和专项赛事，力争取得佳
绩。

此外，还将强化产教融合、产才融合，建好竞
赛集训基地，打造“美丽有约”美好生活馆，助力
行业企业技能传承、技术攻坚、技艺革新。将按
照“变竞赛金牌为技能品牌和产业名牌”的思路，
对技能人才价值进行市场转化，推动职业教育改
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创新链“四链”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时代
高素质技能人才。

巴渝工匠为何能问鼎世界技能之巅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平凡孕育伟大，感
动传递力量。3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
传部获悉，从2006年至今，“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17届，共推选出170名获
奖人物、14个特别奖，每年群众参与投票近500
万人次。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是一项旨在弘扬
凡人善举、礼赞平民英雄的年度群众性评选活
动，是我市着力打造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
魂育人的品牌项目。

2005年，重庆晚报发起评选“重庆十大感动
市民”活动，在社会上形成热潮。为扩大活动影
响，提升城市形象，市委宣传部于2006年将其升
级为市级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重庆广电集团（总台）承办，并更名
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2013年调整

为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广
电集团（总台）主办并轮流承办，形成了党委部门
倡导发起、主流媒体大力推动、社会各界积极支
持的运作模式。

目前，共推选出170名获奖人物、14个特别
奖，全市38个区县也都设立了年度地区性感动
人物或好人评选，市级部门开展最美人物评选发
布，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奠定了坚实的工
作基础。

感动人物评选始终坚持群众标准、感动标
准、典型标准和时代标准，用群众的眼光推选身
边感动人物，用群众的语言宣传基层典型，以事
迹是否能够激发感情共鸣作为重要考量标准，重
点推选在不同岗位和日常生活中，以实际行动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全社会和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

同时，紧紧跟随时代脚步，重点考察人物精
神是否契合时代精神，是否集中体现重庆市民思
想道德建设成果，凸显人物正面效应和积极乐
观、向善向美的主旋律，让感动人物可敬、可亲、
可信、可学，既感人至深，又催人奋进。

每一届“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都格外珍惜这
份荣誉，持续发挥作用。2015年度感动人物毛
相林，至今仍在带领乡亲们加油干，被授予“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2013年感动重庆
人物马善祥，退休后仍在基层排忧解难、化解矛
盾纠纷，全市还成立3080个小马工作室，推广了
一整套“老马工作法”，培养“小马”7.8万余人，被
授予“时代楷模”“改革先锋”。2019年度感动人
物谢兰，扎根基层奉献社区，当选党的二十大代
表。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将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作为全市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工作，制定《重
庆市先进典型管理办法》，常态化开展“榜样面对
面”基层宣讲活动，加大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力度，
进一步改革创新，深化拓展，更好地用先进典型
感动人、教育人、影响人。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已举办17届
共推选出170名获奖人物、14个特别奖

3月28日晚，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现场。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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