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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韩宇博 金悦

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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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来历将认真寻访，
对大家推荐的产品逐一进行严格筛
查，为洛阳市民挑选出优质、安全的
产品。

“俺那里的米和豆太好了”

在众多致电的热心市民中，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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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忘家乡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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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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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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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先生自信地说：“欢迎好来历到
种植基地参观、监督，俺那里的米和豆
太好了！”

“我家的小麦用井水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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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先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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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历让我们感到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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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食品的制作过程摆到台面
上，让老百姓清清楚楚地看到，好
来历让我们感到很踏实！”家住老
城区的市民李女士拨打热线电话时
感慨道。

在对好来历表示肯定之余，作为一
名老洛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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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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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醋很符合我们中原人的
口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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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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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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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纷纷打电话咨询，要求加盟渠道供应商和推荐好产品

你推荐，好来历来实现

打个电话就可报名参与

截至昨日发稿时，好来历的
热线电话仍然响个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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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