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台”
启动。连日来，市民、商家不顾双休日，纷纷打电话咨询、
要求加盟渠道供应商和推荐好产品——

“俺那旮耷米和豆太好了！”在众多致电的热心市
民中，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许先生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

经过一番询问，我们弄清楚了原委。原来许先生
是咱老洛阳人，20年前为了闯出一片天地，独自到黑
龙江打拼。虽然人在他乡，却从未忘记家乡洛阳，每
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搜寻洛阳发生的新
鲜事儿，这个习惯他保持了整整20年。

“12月7日早上，我在报上看到洛阳有了好来历
——为市民寻找安全、优质的食品，我打心眼儿里高
兴！”许先生道，虽然现在不在洛阳生活，但他的心从
未离开洛阳。

感慨之余，许先生还向好来历推荐了东北的大米
和大豆。

讲起大米和大豆，许先生滔滔不绝：“真正的东北
大米米粒短圆，腹白，米色透明，胶质高，口感好。”同
样，被称为“豆中之王”的东北大豆为非转基因产品，
由于土壤肥沃、日照充足，比其他产地的大豆营养价
值高、口感好。

“东北稻米和大豆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低，好来
历要找无污染、原生态的食品，它们一定符合标准。”
许先生自信地说，“欢迎好来历到种植基地参观、监
督，俺那旮耷环境好，俺那旮耷米和豆更好！”

“我家的小麦用井水浇灌，请监督团到我老家去
品鉴！”12月8日上午，来自南阳邓州的魏先生打来电
话，希望参加“好来历产品伙伴计划”。

魏先生在电话中激动地说：“在微博上看到好来
历，发现好来历正在征集全省生态农牧产品合作伙
伴，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

魏先生是南阳邓州市腰店乡的小麦种植户。以
前种麦，都是用上一年留下来的口粮当麦种，亩产只
有三四百斤。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府的指导下，
他们开始有了良种意识，再加上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
栽培条件，现已成为小麦种植大户，亩产达1200斤。

魏先生表示，有些地方的种植户为了节省成本，
用工厂排出的污水浇灌农田，而魏先生种植的农田远
离工厂，灌溉麦田用的是井水，虽然用井水浇田成本
高了许多，但小麦的品质绝对让人放心。魏先生希望
好来历组织的“公众寻鉴监督团”能到他们村去看看，
他愿意将自己的小麦种植流程公诸于众，告诉消费者
什么样的食物才是真正原生态的。

据了解，自“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
台”启动以来，好来历产品安全、优质的形象已经深入
洛阳市民心中。市民对洞生瓦罐豆芽、石磨老浆锅熬
豆腐等好来历首发产品充满期待，同时也向好来历推

荐了更多产品和项目。
“好来历可以把食品的制作过程摆到台面上，让

老百姓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家住
老城区的市民李女士致电新闻服务热线时感慨道。
李女士说，当她看到“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
障平台”时，意识到其实这就是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的背景下老百姓最大的期待。

在对好来历表示肯定之外，作为一个老洛阳人，
李女士向好来历推荐了一家地道的卤豆腐干店。“这
家店的卤豆腐干味道非常好，我想如果原料选用好来
历的石磨老浆锅熬豆腐进行加工制作，口感肯定能够
再升级，也能让消费者更放心。”

和李女士一样，王大爷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
向好来历致电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小米醋是最符合
我们中原人口味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但是现在市
场上很难买到真正的小米醋。”王大爷颇为遗憾地说。

中国有三大古醋——香醋、陈醋和小米醋。小米
是公认的营养价值最高的谷物，产妇、病人及小孩都
用小米作为滋补品。小米醋以小米为主原料，比其他
原料做出的食醋营养价值更高。而现在的局面是，镇
江香醋、山西陈醋如日中天，而小米醋销声匿迹。

好来历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康怀彬教授认为小米
醋工艺并不复杂，希望好来历能够尽快挖掘工艺，重
新推出真正的小米醋。

像李女士、王大爷这样的热心市民还有很多，大
家纷纷向“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台”推
荐好产品、好项目。好来历将会认真寻访，对市民推
荐的产品逐一进行严格筛查，为洛阳市民挑选出真正
优质、安全的产品。 （韩宇博 金悦）

你推荐，好来历来实现

■ 请给“好来历”打个电话

截至昨日发稿时，“好来历”的热线电话仍
然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想报名参与“寻鉴监
督团”“产品伙伴计划”，可以用以下方式联系我
们：

1 拨打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百姓一线通”
24小时服务热线66778866，工作人员会记
下您的详细情况，主管人员会及时与您联系。

2 关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上实名认证
微博“洛阳好来历”私信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

3 直接拨打“好来历产品伙伴计划”服务
专线63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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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
家将进行公司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不
仅要放开公司注册资本限制，还要放
开公司经营场所的登记条件。记者日
前了解到，我市的不少住宅小区内存
在“小区公司”，由于房租等成本较低，
有效降低了创业资本，受到一些年轻
创业者的青睐，但“小区公司”也存在
扰民等问题。

核
心
提
示

在推进“宽进”的前提下，如何同步进行“严管”的改革呢？
薛选登认为，首先“严管”应该和法律联系在一起，在目前法

律配套还跟不上的情况下，逐步完善物权法等条款对相关企业
注册、经营等行为的规范。其次，要完善监管机制，加强部门与
部门的协调配合，比如工商部门企业注册的信息和税务部门的
信息、银行的信用信息等要共享，形成协同监管、行业自律、社会
监督相结合的监管新格局。

在采访中，纱厂东路金谷翠庭小区的一些监管措施值得借
鉴。

该小区物业管理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完善小区安保措
施，加强小区保安对出入小区人员的登记和管理，加强巡逻服
务；第二，“小区公司”入住前，要到物业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与
小区、业主签订协议，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督促公司办理相
关开业手续，接受政府部门、小区内相关居民等有效监督；第三，
加强小区管理，制定小区公约，禁止影响业主生活、环境卫生、存
在安全隐患的公司入住。

一边是放开公司经营场所登记条件，一边是噪声、安全等问题困扰业主生活

小区公司：“松绑”后监管需加强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赵梅香

“前几天，有家公司把居民住宅当仓库，每
天都有人来这里拿货。”家住西工区纱厂路中
泰新城小区的张天定告诉记者，“甚至深夜还
有人活动，影响大家休息！住宅小区内应禁止
开办公司。”

记者了解到，在该小区开公司的并非个
例，有艺术培训学校，还有广告设计公司……
在小区北侧一栋住宅楼的窗户上，记者在多个
窗户上看到了一些公司的广告牌。

洛龙区开元路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主
任关振营表示，辖区地处新区核心区域，下属
的5个社区均有不少“小区公司”，一些房屋所
有者更愿意把房屋出租给公司经营者，因为这
样租金更高。

为何在小区办公司的人越来越多？
王常青在锦远汽车站对面某家属院内开

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对于当初选择在小区内
开公司，他说：“按照工商部门的规定，不污染、
不扰民，在住宅楼办公就是合法的，而且这里
距汽车站、火车站近，方便搞业务。”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居民楼里开公
司，只要几张办公桌、电脑、电话就可以办公，
另外住宿的开支还能免掉，而且水费、电费比
商务写字楼便宜，相比写字楼每月节省至少
3000元。对于创业初期的经营者而言，这有很
大的吸引力。

小区作为居住地，一些陌生脸孔进进出出，打破了
小区原本的平静，并且给小区的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
题。

在中泰新城小区采访时，不少业主反映，随着“小区
公司”的增多，噪声等因素干扰了业主生活。另外，电梯、
公用照明等设施使用频繁，导致寿命缩短，增加了业主的
分摊费用。

此外，安全隐患成为更多业主担忧的问题之一。不
少市民质疑，如果商业经营中水、电、气、暖负荷增大，是
否会产生公共管线的安全隐患？随着人员和车辆增多，
是否会提高失窃等事故的发生频率？

不仅仅是小区业主，物业管理部门也面临很多无
奈。

“‘小区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生活，也增

加了小区的管理难度。”中泰新
城物业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租住该小区的公司工
商、卫生等方面的证件齐全，物
业公司也无权干涉和管理；一旦
业主和“小区公司”发生矛盾，物
业公司也只能协调解决。“毕竟
房屋出租给谁由业主决定”，根
据《物业法》规定，物业公司不具
备执法权。

在采访中，还有一些业主表示，只要不影响
业主正常生活，经营内容不违法，“小区公司”是可以理解
的。“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这样也是在鼓励创业。”家
住火车站附近的韩青海如是说。

业主称扰民，物业称难管理，“小区公司”不受待见

尽管“小区公司”目前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国务院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工作启动，放宽公司注
册场所限制势在必行。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以及国民市场意识的增
强，放宽企业经营场所限制就是对市场经营场地资源的
进一步挖掘。”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薛选登认
为，如今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新兴产业以及初次创业的企业，对经营场地要求不
高，在住宅区经商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第一，“小区公司”可以降低创业成本，缓解社会就业
压力，与国家相关政策精神相吻合。

而根据记者调查了解，“小区公司”一般规模不大，且
多为服务业。时下，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扶
持、发展服务业。但市区的写字楼价格居高不下，于是住
宅小区成为这些小公司首选的创业场所。

第二，当前我市一些小区入住率不高，“小区公司”的
入住，在降低城市房屋空置率的同时，也能增加租房者的
经济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缓解就业压力，鼓励小本创业者

那么，为何放宽企业注册限制，我市相关政策又如
何？居民住宅能否作为企业注册地？

“在国外，很多智力型公司都开在住宅区里。”市工商
局注册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能否进小区的决定权，很
大层面上在小区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手中，通过相关规定，
进行“筛选”，不是简单的行与不行。

该负责人表示，就我市而言，目前对于“小区公司”的
登记注册政策相对比较宽泛，公司想在住宅小区注册登
记的，只要提供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有利害关系业主等签

字和盖章的证明即可。
目前，我市有很多“小区公司”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

比如网站、信息公司等企业。而工商部门监管的范围是
经营性场所，对居民住宅的“小区公司”，工商部门不能随
便进入检查，这给“小区公司”的管理增加了难度。

“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并非任何场所都可注册为企
业的住所。比如注册登记的住所为住宅，经营者的活动
可能扰乱业主的生活，造成民事纠纷。”薛选登说，这就要
求我国对企业管理要逐渐向“宽进严管”方向转型。

征得社区和业主同意，住宅内可以办公司

租金低、宜创业，
“小区公司”受青睐

调查

政策

前景
协同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
共构监管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