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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近日，重庆市铜梁区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中心与四川省简阳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签订远程
异地评标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共
同推动两地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运
行规范化和高效化。

签约仪式上，双方介绍了各
自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基本情
况、评标流程等，双方业务科室负
责人还交流了投标、开标、评标、
定标、过程监督等各环节的经验。
随后，双方负责人签订了《铜梁区
交易中心－简阳市交易中心远程
异地评标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常态化
的远程异地评标机制，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实现跨区域、跨平台
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远程评标。这
一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评标方式

在地域和平台上的限制，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据悉，双方的合作将涵盖多
个关键环节，包括项目选择、异地
远程评标系统部署、评标专家抽
取、评标专家电子签章和现场监
督等。为了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
双方还将就具体合作事宜进行专
题对接，并签订详细的合作协议。

在远程异地评标工作中，双
方将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
优化评标系统、电子签名系统、专
家费用结算系统等，实现评审专
家可通过电子化交易评标异地远
程视频终端在线签署评标报告、
在线结算劳务费、监督人员远程
在线监督等功能。这将为两地常
态化异地远程评标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保障。

“本次签约合作主要针对双
方的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地评
标可以杜绝评标专家被围猎的风
险，大大降低廉政风险；可实现评
标过程的透明化，达到资源共享
的目的。”铜梁区交易中心副主任
刘兴斌说。

据了解，在远程异地评标合
作中，铜梁的“朋友圈”正逐渐扩
大。目前，铜梁区交易中心已与四
川省绵阳市、内江市、资阳市、广
安市的交易中心签订了政府采
购、工程项目方面的远程异地评
标协议。2023年 6月，铜梁区交
易中心还与重庆市交易中心开展
了工程项目方面的远程异地评标

合作。
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打破了

空间地域的限制，实现了川渝优
质专家资源跨地区、跨行业共享，
有效节约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提
高了评标效率。同时，将招标人、
投标人与评标专家从地域上隔
离，有效规避了评标专家的廉政
风险，保证了评标工作公平公正，
有利于减少和遏制围标串标。“铜
梁将不断拓展川渝交易合作‘朋
友圈’，常态化实施‘跨地域’‘跨
省域’远程异地评标，持续深化智
慧交易体系建设，为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走出‘新路子’。”铜梁区交
易中心主任简晓波说。

今年 1至 9月，四川省德阳
市中江县服务业增加值实现 127
亿元，同比增长 7.5%，比全市
（5.2%）高 2.3 个百分点；全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95.58
亿元，同比增长 7.4%，比全市
（6.9%）高 0.5个百分点……两项
指标创近三年同期最好水平。数
据的背后，彰显的是县域商业建
设“中江经验”，生动体现出“十四
五”以来中江按照“优化布局、做
强主体、政策支持、创新模式”思
路，全力推动县域商业体系提档
升级、提质增效。

从 2022年荣获全国首批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县，获得千万项目补
助资金；到 2023年成功入选首批

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再到 2024
年成功创建四川省首批县域商业
激励县……中江县域商业建设蹄
疾步稳、捷报频传，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县域商业发展之路。

为了强化项目支撑，中江县
不断健全商贸流通体系。通过改
造提升阳光盛源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引入网络化、信息化、机械化
的现代运营管理模式，中江县的
物流配送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该中心的配送半径扩大至 180公
里，单品数量达到 15000多个，不
仅有效服务于德阳市内的 62 家
直营店，还辐射到绵阳、遂宁等周
边地区。此外，农产品冷链分拣中
心的建立，进一步提升了农产品

的品质和流通效率，为中江县的
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聚焦提质扩容方面，中江
县积极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市场
活力。该县积极响应新一轮以旧
换新政策，组织家电企业参与活
动，让市民在享受优惠价格的同
时，也促进了家电产品的更新换
代。截至目前，中江县已征集以旧
换新家电销售企业 107家，汽车
销售企业 9家，家居企业 10家，
销售额达到 3076万元，发放补贴
320万元。这些措施不仅激发了
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也推动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

除了传统的消费领域，中江
县还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吸引

年轻人的关注和消费。挂面村和
凯州新城中央音乐山谷等地，通
过美食、咖啡、茶艺、光影艺术、音
乐互动等活动，成为了年轻人打
卡消费的热门地点。此外，中江县
还开展了房产交易会、国潮美食
购物灯光节等一系列促消费活
动，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进一
步拉动了经济增长。

展望未来，中江县将继续深
化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动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该县将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强项目谋划和
储备，不断完善商贸流通体系；同
时，还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
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服务
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本报讯（记者 李艳）11月 4日，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铁昆明局）获悉，今
年 1月至 10月，国铁昆明局累计发
送货物超 6100万吨，同比增长 1.4%，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国铁昆明局用好沪昆
铁路、成昆铁路、南昆铁路等主要货
运通道，优化运输组织和装卸车流
程，动态增加煤炭、石油、金属矿石等
大宗货物的直达列车开行频次。开行
王家营至大理东往返快速班列、香格
里拉“公转铁”货物班列等，并创新使
用班列网上订舱模式，精准定位客户
需求与服务专员，准轨铁路单日装车
多次突破 4000车，卸车 6000车，显著
提升铁路货物运输效能。

同时，国铁昆明局推出 24项高

效、便捷的“五定”货运班列，其中包
括 14 项跨省班列和 10 项云南省内
班列。据统计，前 10个月西部陆海新
通道班列累计开行 735列，运输货物
总量达 216.3 万吨，同比增加 30 万
吨，开行多式联运班列 123 列，运输
货物 13.5万吨，同比增加 10.2万吨；
开行城际班列 322 列，运输货物 32
万吨，同比增加 26.2 万吨，有效促进
了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此外，国铁昆明局率先开展多式
联运“一单制”试点、铁路运费贷和信
用证结算、铁路单证融资等多个物流
金融项目，为物流企业提供更多资金
支持，让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有
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截至目前，
云南省已成功落地 70 多家物流企
业，融资总金额达 7亿元。

前 10个月云南铁路
发送货物超 6100万吨

首趟“长江班列”绿色专列抵蓉

11月 4日 6时 40分，首趟“长江
班列”绿色专列顺利抵达位于成都市
青白江区的城厢站。该专列满载 25
车 1100余吨食用植物油，从武汉大
花岭站始发，全程历时 69小时，整体
运输时效较以往提升 50%以上。此次
专列的开通，标志着开启华东散装植
物油入川运输新模式。

以往华东散装植物油入川运输
主要通过长江水路，从上海码头运输
至重庆码头，再依靠油罐车短途运输
至目的地，全程用时需 26天左右。现
在，通过“上海港—张家港—金口港
（武汉大花岭站）—四川城厢站”的
“铁水联运”新线路，运输时间可缩短

至 12天左右。
10月下旬以来，长江水位下降、航

道水深不足，对长江中上游船舶航行效
率带来影响。蜀道铁路运营集团联手武
汉铁路物流中心，推出“散改集”液袋运
输食用植物油项目，创新打造一条安全
快捷、环保节约的“长江班列———植物
油供给绿色新通道”。

截至 10月底，“长江班列”已累
计开行 1533列，运输货物 77099 标
箱、204万吨，形成开行线路 152条，
发到站点达 35个。下一步，“长江班
列”将继续加强对长江中下游线路的
探索，持续为川内外企业提供便捷高
效、安全稳定的通道物流服务。

□本报记者康立维

拓展川渝“朋友圈”交易环境更阳光
铜梁与简阳签订远程异地评标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中江“县”象新 县域商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