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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灯城”文化采风活动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1年6月8日10:30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
org.cn）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旧机动车7辆整体拍卖（柯斯达1辆、新领驭1辆、BUICK英朗
GT1辆、丰田轿车4辆），整体拍卖参考价：13.15万元，保证金2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在标的现场展示。
相关资料在中拍平台和我公司查询。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竞买人应于拍卖前一日16:00前将保证金交至指定账
户（以到账为准），在中拍平台注册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账号的通过实名
认证即可），于拍卖前一日17:00前到中拍平台上报名，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
内的《竞买须知》及平台告知的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详情可查“www.jslpm.com”及微信公众号“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查询。
咨询电话：028-86699706、13908223100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4日

拍 卖 公 告什邡市金洋养殖有限公司金洋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的有关
规定，现开展《什邡市金洋养殖有限公司金洋生猪养殖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登录网站（链接: http://sthjj.deyang.
gov.cn/gk/zwgk/gqgg/jtgq/1544190.htm）可获取征求意见稿全
文。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联系人：穆老
师；通讯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马井镇八组；联系电话
15883668888。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征求与该项目
相关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周边的居民等的
意见。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
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
见和建议，通过登录网站（链接: http://sthjj.deyang.gov.cn/gk/
zwgk/gqgg/jtgq/1544190.htm）可获取公众意见表。

遗失公告
●成都市青羊区曾记腌卤店，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10105600309563）遗失作废，特此
登报声明。

●王刚（513101199010211617）不慎遗失
军人残疾证（流水证号：01462393，证书编号：
川军 181149）特此登报声明，遗失期间发生的
任何事情与本人无关。

●雅安市停撤企业办公室开户许可证（账
号 ： 51001778605050896059， 核 准 号 ：

J6770000139801）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永凯连锅汤饭店，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181MA6675BW75）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叶少渊遗失个人私章二枚，声明作废。
●甘世华于2021年5月19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512201197310283415，声明作废。
●曹碧华位于邻水县鼎屏镇大西街 2-2-

2号 2单元 2楼 2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证号：
监证0015387）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减资公告
四川邦立重机有限责任公司经 2021 年 5

月 17日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公司现有注册资
本，由现在的注册资本肆仟陆佰柒拾捌万玖仟
柒佰零陆元整减少为肆仟贰佰柒拾肆万叁仟
伍佰陆拾陆元整，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请所有与本公司的债权关系的企业和自然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内，到四川省泸州市江
阳区二环路南二段 606号申报债权债务，联系
电话：3103527、3161967。

四川邦立重机有限责任公司
二0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遗失公告
青神自由兄弟茶油炒饭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5114250034685）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青神自由兄弟茶油炒饭店

2021年5月21日

清算公告
乐山洁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

511100000024920），经公司研究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报注销登记。清算组由王学强、吴燕玥
两位同志组成，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
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乐山洁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4日

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高艳 鲍
安华 文/图）5月 21日下午，参加 2021
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灯城”文化采风活
动的作家们首站走进了享有“东方龙
宫”之称的自贡恐龙博物馆。

“给人极大震撼！引人无限想象！
使人意犹未尽！”一走进博物馆，河南
作协副主席王剑冰就被眼前这设计新
颖、造型别致的馆体所吸引，连连发出
感叹。这是王剑冰第一次来自贡，自贡
恐龙博物馆就像是这座城市送给他的

“见面礼”。
博物馆位于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

镇，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
遗址”上就地兴建而成，是我国第一座
专业性恐龙博物馆，与美国国立恐龙
公园、加拿大恐龙公园并称为“世界三
大恐龙博物馆”。整座博物馆由若干座
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功能有别的石砌
体建筑构成。

参观过程中，王剑冰感叹，“那种
感觉太奇妙了，我好像穿越回了干燥、
荒凉的侏罗纪时代，与恐龙一一对话，
它们向我描述了一个盛极一时又忽然
消失的世界，而那样的世界，我们永远
无法想象。我一定会再来！”

同样是第一次到自贡的《收获》杂
志主编、上海作家程永新，对自贡恐龙
博物馆的第一印象也是“太震撼了”。
程永新因博物馆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

而震撼，也因博物馆运用声、光、电打
造的沉浸式体验方式而震撼，但让他
更有感触的，还是博物馆给他带来的
启示，“久远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它能指引人们去思索：那究竟是一
个怎样的世界？今天，我们还能为这些
文化遗址做点什么？”

与外地作家对恐龙文化的“乍见
之欢”相比，自贡本地作家李自国对此
则是“久看不厌”。家乡、恐龙文化、博物
馆，无一不使他骄傲，这些是他诸多创
作灵感的来源，多年前，他就曾以自贡
恐龙文化及其引发的思索为题材写过
一首散文诗——《战争·人类·恐龙之
乡》，并发表在了《星星》诗刊上。“不管
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是家乡和家乡
文化给我供给了养分。”李自国说，今
天，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
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离不
开家乡和家乡文化的滋养，他将继续用
笔来表达对家乡的感情。

据悉，近年来，自贡大安区投资31
亿元打造占地1000亩的全省首个恐龙
文化主题公园——方特恐龙王国公
园，预计明年开园。此外，自贡正在以
恐龙博物馆为基础，同步建设博物馆
二号馆、化石研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大山铺恐龙特色小镇，构建集科普观
光、研修探奇、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恐龙
生态旅游精品圈。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 鲍安
华 文/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
深井，不仅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
标志，也是土法生产井盐的‘活化石’！”5
月21日，在自贡市大安区阮家坝山下，
跟随燊海井景区讲解员引导，参加2021
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灯城”文化采风活动
的作家一行，游览“井盐图说”、体验制盐
作坊，近距离观看取卤场景，亲身步入自
贡“千年盐都”文化鲜活的一页。

燊海井在1988年正式被四川省人
民政府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成为盐
都一道独有的风景。

“天车不像一具丰满的身体，而是
一具骨架，在咸味的风中召唤它失去
的岁月。燊海井没有梦，它是把很多人
的梦挂在天上。”面对经历岁月磋磨保
留下来的那具高达 18.3 米的天车，作
家蒋蓝有感而发。

“轰、轰、轰……”随着有节奏的声
音，一根长11米的汲卤筒被缓缓地放入
深1001.42米的井中，大约5分钟后，装满
卤水的汲卤筒在热腾腾的白烟中从井底
升起，取卤工人用铁钩将汲卤筒底部的
开关钩开，“哗”的一声，卤水喷涌而出。

“燊海井，至今还在生产，池子里沸
腾的是卤水，也是百年来的传承！”作家
周啸天不禁感慨。这是他第一次游览燊海
井，最吸引他的是门口的一副对联。“一泉
流白玉，万里走黄金。少有的佳联！”周啸

天表示，燊海井布展考究，对联中白玉
就好似盐的形象，黄金象征着盐的价
值，十个字就道尽盐业文化的精髓。

据介绍，凿成于公元1835年的燊海
井是一眼以产天然气为主兼产黑卤的生
产井。在清代道光年间，卤水自喷量每日
约14立方米，并且能日产4800-8000立
方米天然气，大约可烧制14吨盐。

在观赏完取卤场景后，作家们来
到手工制盐的灶房，这里弥漫着白茫
茫的蒸气，8口圆形平底大锅正在熬煮
制盐。“手工制盐的过程是先将取到的
卤水抽到灶房锅中，通过井底的天然
气对卤水进行熬煮，使其蒸发水分，再
下入豆浆进行提纯……”现场解说人
员告诉记者，手工熬制一锅盐需要8小
时，8口大锅一天24小时不间断运作，
每天大约可生产2吨食用盐。

“当我审视燊海井那些悬挂在账
房中的‘亮壶’时，它们吐出的火与那
灶中的火苗，绞缠为火神的身体。而曾
经的职业盐工正在被萧条的产业转化
为擦鞋匠、小商贩等等，如今，我再也看
不见那些石头般的脊背了。”现场观看
完土法生产井盐的演示后，蒋蓝说道。

据了解，2019 年燊海井被工业和
信息化部评选为第三批国家工业遗
产，其知名度大幅提升。如今，燊海井
正焕发出新生机，其特色吸引八方游
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 鲍
安华 文/图）自贡市龙凤山下，釜溪河
畔，一座陕籍盐商集资修建的同乡会
馆见证了盐都自贡千年的井盐文明，
旧时它叫西秦会馆，现在它是自贡市
盐业历史博物馆。5月 21日下午，2021
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灯城”文化采风活
动来到这里，作家们在欣赏这组雄奇
古建筑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了两千年
井盐文明的深厚魅力。

“这座博物馆原来是清乾隆元年
（1736）到自流井地区经营盐业的陕西
籍商人合资修建的，占地约 3000平方
米，历时十六载竣工。因会馆主供关羽
神位，亦名关帝庙，俗称陕西庙，是会
馆与神庙相结合的建筑群……”伴随
着讲解员的解说，作家们步入了“顿钻
凿井时期”展区，这里成列的展品都是
盐业发展历史中人类的智慧结晶。

“这是一幅挑卤水的竹篓子，人们
常说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是通过特殊
的加工，在竹篓子内部涂上一层桐油，
不但不漏水，还耐腐蚀。”“这只黄羊木
做的翘扁担，当两边挂上装满卤水的竹
篓子后，就自然被压平了，盐工挑起来
走路时，就会上下颤悠，起到缓冲省力
的作用。”听着讲解员生动的描绘，作
家们入神地驻足观赏，不时热烈讨论。

“如果说在燊海井是看到了盐业
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点，那盐业历史博
物馆为我们展示的就是自贡盐业历史
发展的演变过程，令人震撼。”给作家
李倩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随着盐业
发展，自贡人民不断在生产过程中完
善制盐技术，管理模式也日趋科学，比
如说对盐工的激励制度，其中诞生了

中国第一张股票《同盛井约》，这也是
中国最古老的凿井契约。

让她大开眼界的不止如此。“真的
让人很惊讶，一个深不见底的盐井，能
够诞生出许多奇思妙想的修复工具：运
用偏肩互动工具打捞掉落深井的长形
物体，用纠正井斜技术来修治打歪的盐
井……劳动人民的智慧令人叹服。”李
倩倩说，在这个神奇的博物馆内，她了
解了井盐钻井、汲取、修治等方面的原
理，聆听了井盐工具背后的故事，感受
了精湛的古代井盐生产技艺，领略到了
中国井盐工业文明的独特魅力。

井盐的味道，留在四川人的嘴里，
构成了川菜的味觉基础；井盐的文化，
留在盐业历史博物馆展厅里，形成了
漫长岁月里的永久定格。对此，作家李
银昭十分感慨。他表示，到自贡很多次
了，每一次都能有很多新的感受，品到
新的味道，让他感触颇深的正是自贡
的盐业历史和恐龙文化，以及伴随自
贡的这条延绵的釜溪河。为此，他现场
吟诗两句：“水流自贡添盐味，龙过釜
溪化彩灯！”

恋恋不舍地离开自贡市盐业博物
馆时，很多作家表示，还会带着家人朋
友再来探访。如今，自贡市盐业历史博
物馆已被颁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次被
全国文物系统、省文博系统评为“先进
集体”，2016年被授予“四川省服务标
准化单位”。2017年被正式评定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这座设计精巧，结构
繁复，融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风格于
一体，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和个性
的博物馆，已被誉为瑰宝。

寻味燊海井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灯城“点赞自贡恐龙博物馆

作家们参观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东方龙宫”，让人震撼！
作家们点赞自贡恐龙博物馆

寻味燊海井
这“活化石”浸透千年盐味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带您穿行两千年井盐文明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高艳 鲍安
华 文/图）中华彩灯，饮誉古今；自贡灯
会，久负盛名。参观自贡·中华彩灯大世
界，是 2021 知名作家走进“中国灯城”文
化采风活动的压轴一环。

21日晚，车子驶出城区，穿过夜幕，豁
然来到一个“千树银花开满地，万支彩灯
跃长空”的琉璃世界，第 27届自贡国际恐
龙灯会从“云端”转为线下，在中华彩灯大
世界璀璨绽放。

《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站在一组
名叫“生命之树”的灯组下久久凝望。这是
一个采用裱糊工艺制作而成的大型树状

灯组，高约 25 米，树干处是一张人的面
孔，这张面孔最大的特点，是有一双能睁
能闭的眼睛，树干下端，流动的灯光体现
出为树输送养分的概念。这组灯是本次灯
会的“网红打卡点”，也引发了徐则臣诸多
感慨。

“整个灯组是绿色的，强调了生态环
保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在徐则臣看来，“人首树身”的灯组，体现
的是人扎根大地，从大地上获取能量，而
面孔显现出来的“沉思”状态，则体现了一
种忧患意识，警示人们要注重环保，勿对
自然过度索取。

满园交相辉映的绚丽彩灯，对像徐则
臣这样的外地人来说，是难得一饱的眼
福，但对中国作协会员、自贡本地作家聂
作平来说，却是日常生活的“标配”，自本
届灯会举办以来，他已经观灯十多次了。

“自贡人的骄傲在一天中是完全不同的，
白天为恐龙和盐而骄傲，夜晚因灯而自
豪。”据聂作平介绍，自贡彩灯历史悠久、
科技感十足、极具时代精神，规模大、数量
多、制作精是其主要特点。

自贡彩灯历经千年历史传承，已成为
当地独特的文化名片。据了解，自贡·中华
彩灯大世界整个场地由此前的150亩扩大

到了如今的550亩，分为15个主题板块，有
讲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旅游文化
走廊建设故事的“巴蜀一家亲”灯组，有讲
述自贡风貌特色故事的“自贡记忆”灯组，
更有讲述建党100周年故事的“百年辉煌”
灯组等。纵览全场，最高的灯是大门，最高
处有30余米；最大的灯是“百年辉煌”灯组
群，总长度 228米；最重的灯是“巴蜀一家
亲”主题里的“盖碗茶”，用18万件瓷器，采
用自贡传统捆扎工艺制作而成，重 55吨。
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高低错落的灯
组，将从远古到未来的世界变化写成故事，
让游客“一夜看尽万年华”。

“火树银花”自贡灯 “美轮美奂”不夜城

作家们参观自贡灯会

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