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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时鑫 张文佳

最近，有群众向区融媒体中心
《今日关注》 栏目反映，在重庆朗
臻建材有限公司购买混凝土之后发
现该公司并没有办理相关的生产许
可证，质疑这家公司生产的混凝土
可能存在质量不合格的情况，希望
媒体调查了解。《今日关注》 栏目
决定前往现场走访了解。

实地走访前，记者电话采访了
投诉人，但由于群众提供的信息很
有限，于是记者通过网上搜索，查
到了重庆朗臻建材有限公司的注册
地址，信息显示该公司位于江津区
龙华镇燕坝村一社。随后，记者来
到该公司注册地，走访并询问了当
地村民。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村
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司存
在。记者在网上再次确认了地址以
后，扩大了走访范围。最后，来到
一块正在搞开发的土地边上，终于
找到一位大概了解情况的村民。

据这位村民介绍，重庆朗臻建
材有限公司以前在这里有一个堆
场，但由于这一片土地即将开发，
以前的河沙和石子都已经全部拉走
了，至于现在搬到了哪里，他们都
不是很清楚。随后，记者联系了龙
华镇相关工作人员，得知原来该公
司已经搬迁到了慈云镇刁家社区。

为什么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和
实际生产经营的地址不一样？这样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几经周折，记
者终于找到了重庆朗臻建材有限公
司实际生产经营场所。据该公司企

业法人刘明富介绍，他们公司以前
的生产经营和注册地都是在龙华

镇，但是后面因为其他原因搬到慈
云镇来经营了。对此，他曾经咨询

过江津区市场监管局，其工作人员
表示这样没有问题。记者也查阅了

相关资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第十条规定，公司以及主
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由此可
以推定公司还可以有实际生产的场
所，只要他不对外经营就可以不办
理营业执照。重庆朗臻建材有限公
司只有一个经营场所，这一点是没
有问题的。那该公司究竟有没有生
产许可证呢？刘明富表示，他们公
司的混凝土是来料加工，或者自己
使用，不需要相关的生产许可证。

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记者
首先联系了江津区慈云镇市场监督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来现场
查看。工作人员检查了该公司的营
业执照，并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对
于公司没有相关的生产许可证，他
们却表示这块不属于他们管理。江
津区慈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石
松说：“我们只负责颁发营业执照，
先有营业执照再去办理生产许可证。
他们没有这个证，就由主管部门区住
房城乡建委予以查处和处理。”

记者又前往区住房城乡建委采
访相关负责人员。区住房城乡建委
建筑管理科科长刘雪松说：“针对
重庆朗臻建材有限公司销售混凝土
问题，我们组织相关科室进行了深
入了解调查，发现该企业主要从事
河沙、石子加工销售和来料加工自
拌混凝土等，属于临时性设施，未
取得相关资质，其产品主要用于乡
村公路和农户院坝建设等，并未销
售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等

法律法规，我们只对那些为区内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提供混
凝土的企业进行发证和监管。”

江津区市场监督局和区住房城
乡建委相继表示此事不属于他们的
管理范围，那么该企业经营河沙、
石子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记者又
联系了区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重庆朗臻建材有限公司是有合
法的环评手续的。记者通过该公司
企业法人刘明富提供的一份环保备
案回执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该企业的堆场占用了不
少土地，在用地方面，该公司是否
存在问题呢？经多方了解，该公司
堆场所占土地现已流转至江津区现
代农业园区发展中心，并由园区租
给该公司使用。园区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会对该公司进行日常监
管。江津区慈云镇综合执法大队也
表示，将不定期对该企业的安全设
施、环保方面进行检查。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重庆
朗臻建材有限公司并没有具体的违
法违规行为，但安全生产无小事，
须臾片刻不能松，希望相关部门继
续加强对这类企业在生产安全、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监督管理，以高质
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
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建材公司生产资质调查

书香书香九秩九秩 阅向未阅向未来来
——江津区图书馆成立九十周年活动之阅读推广系列访谈

读书，看见更开阔的世界。恰逢江津区
图书馆成立九十周年，该馆推出了阅读推广
系列访谈活动，对话阅读爱好者，分享阅读
经历，一起感受阅读带来的蓬勃力量。

本组图文由记者 陈婷 通讯员 佐特提供

重庆朗臻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地

公司企业法人接受记者采访 江津区慈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检查公司营业执照

1981 年出生的卢玲，患有先天
性双腿瘫痪。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
梦想，凭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坚定的
信念，开始了艰难的自学之旅。

长达八年的岁月里，在母亲的
帮助下她坐着轮椅无数次来到图书
馆，以书为伴，凭着对知识的渴
望和坚定的信念，刻苦学习、坚
持不懈。

功夫不负有心人。卢玲顽强地
克服了重重困难，自学完成了小学
到大学的课程，征文多次获奖，还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励
志小说 《当幸福逆袭》，该书被纳
入“中华自强励志书系”。卢玲还

获得“全国百姓学习之星”“感动
重庆十大残疾人”等称号。这些来
之不易的成绩，见证了她在图书馆
里追梦的岁月。

从 1997 年至今，卢玲还通过书
信、电话、网络等方式，劝慰了许
多痛苦失落的人；多次应邀走进校
园，和同学们交流学习心得，用自
身的经历鼓励同学们。

不幸与挫折没有打倒卢玲，反
而使她变得更坚强勇敢，她凭着不
向命运低头的决心，把许多人眼里
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她
想写出更多正能量的文字作品，传
递更多的温暖与力量。

对于程平来说，读书是生活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即 使 曾 经 工 作 繁
忙 ， 他 也 坚 持 在 周 末 抽 出 几 个 小
时，来到图书馆与书为伴。从 1975
年开始，程平就在江津区图书馆借
书阅读，图书馆几度搬迁，他一直
跟随，近 50 年的光阴流转中，他见
证了江津区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
也伴随他成长，让他在工作中取得
较好的业绩。

“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见到喜欢
的书我就想买、想读。”每每与别人
谈起看书的故事，程平总是感慨万
千。在程平看来，读书是美好、快
乐、舒畅的事。

程平说，最早喜欢阅读的书是
《大刀记》《红岩》《青春之歌》《铁
道游击队》 等题材图书，后来喜欢
阅读的是历史、文学方面的书。

参加工作后，有了更多学以致
用的空间，同时也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读书成为程平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 快 乐 。 通 过 读 书 也 让 程 平 在 工
作 中 取 得 显 著 成 绩 。 如 1994 年 向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总 行 提 出 关 于 存 贷
利 率 定 价 的 建 议 ， 受 到 了 重 视 并
回复；2000 年程平向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提出建议修订残损人民币兑换
办法，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重
视并回复。

“ 我 这 个 人 ， 一 辈
子与书为伴。我的书
就 是 我 这 辈 子 财 富
之 一 ，” 程 平 说
道 ，“ 也 希 望 通 过 自
己 的 微 薄 之
力，引导更多
的 人 爱 读
书。”

1945 年出生的邹弘仁小学毕业
后便辍学在家务农。但是，艰苦的
环境没有压倒这位自幼爱学、自强
不息的铮铮汉子。

邹弘仁回忆，年少条件不好，
为了生活东奔西走。后来生活富裕
了，邹弘仁没有悠闲度日，而是开
始饱览群书，寒来暑往，邹弘仁日
出而作，日落而书，渐渐成为当地
的“文化人”，因本身学历不高，又
被称为“无文凭才子”。

邹弘仁不光自己爱读书，他还希
望带动周边更多群众一起多读书、读
好书。得知他的想法后，夏坝镇文化
服务中心邀请他到市民学校当老师，
开设诗词课程和阅读课程。一本厚厚
的课程表记录了邹弘仁在市民学校担
任老师以来的所有课程，诗词课程、
阅读课程、党史课程累计 118 节，内
容涵盖 《毛泽东诗词鉴赏》《中华上
下五千年》《傅雷家书》 等20余本经
典著作。

除 了 爱 写 诗 爱 读 书 ， 邹 弘 仁

对 楹 联 也 颇 有 研 究 ， 加 之 写 得 一
手 好 字 ， 逢 年 过 节 ， 邻 里 乡 亲 都
爱 向 其 讨 要 几 副 楹 联 ， 增 添 节 日
氛 围 。

40 余年的农耕生活，40 余年的
枕 典 席 文 ， 邹 弘 仁 始 终 践 行 着 他

“活到老，学到老”的初心。同时，
他还热心社区文化事业，带
动周围群众学习阅读，为
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奉献力
量 。 他 的 作 品 《我 爱 你 ！
祖国》《夏坝镇美妙的传
说》 等几十篇作
品 被 《江 津 诗
刊 》《 江 津 诗
苑》《沃土》 等
期刊收录。

黄永玲是一名诗词联赋曲爱好者，
在传统诗词文学的路上积极求学与探
索，在楹联诗词的旅途中跋涉，弘扬传
统文化，把平凡人生过成了诗意人生。

从 2005 年至今，黄永玲在网络论
坛、QQ、微信等网络平台上学习了楹
联、诗、词、曲、赋。通过多年努力，
她先后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
学会等文学组织，现任重庆市楹联学会
第五届理事、副秘书长，重庆市诗词学

会理事、江津区楹联学会副会长、江津
诗书画院副院长等职。她创作的文学作
品，发表在国内多家刊物上，其文学作
品在全国各类征稿比赛中获奖40余次。

江津是楹联文化之乡，黄永玲说：
“作为江津人，又是楹联爱好者，我有
义务和社会责任为楹联文化的继承和发
展而努力。”2015 年，黄永玲在网上组
建了一个 QQ 群，以网络教学的形式传
播楹联文化，而今，已在江津楹联微信

群公益培训了四期楹联基础班学员，为
江津楹联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探索和开
辟了一条新路子。

家乡，在黄永玲心里是永远也写不
尽的篇章。作为土生土长的珞璜人，黄
永玲走遍了珞璜的山山水水，倾力创作
了 《珞璜赋》《猫儿峡赋》《同福新村
赋》 等文学作品。她也期待有更多的朋
友喜欢楹联诗词，让楹联诗词之花常开
不败。

邹林希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是
一个自信开朗、阳光向善的女孩。她兴
趣爱好广泛，喜欢唱歌、国画、书法、
篮球、羽毛球等，但她最喜欢的却是阅
读和朗诵。

“阅读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感受到更多的美好，让我变得丰富而
坚定，让我看到了更好的自己。”邹林
希说，从小热爱阅读的她喜欢沉浸在书
的世界里，感受其中的智慧和魅力。家
里现有图书 2000 多本，品种繁多，每
个角落都弥漫着浓浓的书香。

因为对阅读的热爱，邹林希常常通
过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字里行间的情感。

渐渐地，她爱上了朗诵，喜欢那个闪亮
的舞台，喜欢聚光灯下那个自信的自
己。扎实的阅读基础让她对作品的理解
总是得心应手，近年来参加各种朗诵比
赛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曹灿
杯”朗诵比赛连续五年重庆地区特金
奖；“金龟子”艺术节连续四年重庆地
区特金奖；“中华魂”演讲连续两年江
津区特等奖……获评“江津区红领巾
讲解员”“重庆市生态环境科普小小讲
解员”荣誉称号，还经常担任校内外
各种活动主持人。她说：“我会继续与
书为伴，以声传情，为实现梦想而不懈
努力！”

程平：图书馆蓬勃发展的“见证人”

邹弘仁：“无文凭才子”的图书情缘

黄永玲：在阅读中书写诗意人生

卢玲：轮椅上的读书梦

邹林希：在阅读中追寻精彩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