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李 早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城市中最先开始忙碌的恐怕就是有
着“城市美容师”美誉的环卫工人了。寒夜中，他们那抹跳
动的橘红色，带给城市活力和感动。

2月10日，清晨五点，被路灯点亮的英雄山路和六里山路
十字路口，没有行人，少有车辆来往，安静得可以听到环卫
工人王树英挥动扫帚清扫路面的沙沙声。

“今天是大年初一，烟花鞭炮皮难扫，想要在六点半前
扫完就得早起。”今年50岁的王师傅告诉记者，2002年她和
丈夫从济宁泗水老家来到济南，一起做起了环卫工，这一扫
就是十几年，无论风吹日晒，从未间断。

作为环卫工人，他们有着严苛的工作安排，一般早上四
点左右就得起床，六点半前要完成第一次清扫，八点到九点
之间进行第二次清扫，下午一点半到五点也都是工作时间。
而且，遇上刮风、下雨、下雪的日子更得随叫随到。

“也没啥辛苦的，习惯了就好，我们干的就是这么个活

儿。”提及做环卫工人的苦，王师傅轻描淡写地说。
记者一路跟随王师傅，看她挪着步子，用大扫帚将地上

被风吹得四散的鞭炮皮和落叶拢成堆儿，然后再用小扫帚和
簸箕扫进小三轮车里。一遍一遍，在她这将近200米长的责任
路段上，王师傅认真地重复着机械而又枯燥的动作，偶尔停
下伸伸腰。

清晨五点五十分，记不清扫了几个来回，路面上的垃圾
清理得差不多了。晨练的人们开始出门，路上也有了些人
气。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王师傅依着扫帚停了停脚。“冷

吗？”记者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问道。“不冷，干活干的还
热呢。现在身上汗津津的。”王师傅向上托了托帽檐，又忙
活了起来。

每一处路沿，每一个拐角，王师傅都清扫得细心，照顾
得妥帖。这不到200米的路段，她10多年来已清扫了几万次，
是她的责任，更是她的牵挂。“早上第一遍必须扫得彻底，
给一天打个好基础。”王师傅一边清扫一边介绍心得。

六点二十五分，王师傅看着清扫干净的街道，脸上露出
微笑。

“这个年初一的烟花鞭炮皮明显少了，往年光路边的大
礼花壳子就得扫二十多个，今儿个早上就扫了一个。”王师
傅说，“这一车垃圾得一百五十来斤，烟花鞭炮皮啥的得比
往年少了三百斤。”

在王师傅看来，这可能和前一阵儿天气状况不好有关，
毕竟谁也不想生活在雾霾里，所以烟花鞭炮放得少了。“这
很好啊，不仅减轻空气污染，我们也能轻快些。”王师傅乐
呵呵地说。

□ 本报记者 彭 辉

除夕晚六点，乳山市商务局副局长曹刚带上爱人蒸的八
个胶东大饽饽和亲手烹制的红烧大虾，开着私家车，赶往乳
山韩人商工会会长金永龙家。这是曹刚连续第七年与留在乳
山过年的韩国客商一起吃年夜饭。

辞旧迎新之际，韩商们坐在一起，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
话。借此机会，曹刚了解韩商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浓
浓的亲情也让韩商对乳山有了家的感觉，韩美、佑成等韩资
企业不断增加投资。韩商们还引荐亲友到乳山投资兴业，仅
近两年就有庆日商标辅料、青松纸制品等多个项目落户。

在金永龙家中，曹刚懂韩语，几位韩国客商也能说几句
汉语，大家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去年干得怎么样？还有啥
烦心事，都跟我说说。”一落座，曹刚就开门见山地说。

“去年你帮忙设立了14个村庄加工点，现在厂子还是缺
工人，你还得再帮我想想办法。”从事箱包生产的湖林革制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秉助说。“正月初十乳山搞春季就业洽
谈会，到时候我帮您联系设个招聘摊位。”曹刚回答。

“我年后想上一套设备，资金有点紧张，能不能帮我从
银行贷点款？”从事韩国梨生意的金永龙说出了自己的困
难。“假期结束咱就去银行跑跑。”曹刚干脆地说。

“好啦，赶紧开饭，吃完饭咱们一起到政府广场看花
灯！”金永龙招呼大家入座，年夜饭前的“现场办公会”告
一段落。

大年初一一早，阳谷景阳冈种猪繁育养殖场场
长孟宪壮放完鞭炮，吃完水饺，就又赶到养殖场看
猪的长势。现代化的猪舍内，一头头圆滚滚的猪哼
哼唧唧地叫着。去年，孟宪壮的养猪事业迈出了一
大步：销售收入达1 . 13亿元，比上年增加3310万
元；还投资2400多万元，扩建了第五期全自动化饲
养线，建设了一座有机肥厂。

踏着积雪，孟宪壮和记者一起参观新建的猪
舍，他介绍说：“这里的产床、自动上料设备，都
是国内一流的。今年我们的养殖规模将进一步扩
大，由800头纯繁母猪扩张到1500头。”

在孟宪壮看来，自己近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
事，就是用法国猪与本地猪杂交，繁育出优良品种
猪，带动更多农民养猪致富。这种猪融合了法国猪
的体型、肉质和本地猪的适应性强的优势，抗病力
强，长得快，每出一斤肉比普通品种猪能节约1斤
饲料。此外，他发起的生猪养殖合作社，已发展社
员385户，出栏生猪15 . 5万头，比上年增加了3万多
头。每户社员平均年收入五六万元。今年计划再发
展100户社员。

“步子迈得大了，也有成长的烦恼，就是资金
的制约。”孟宪壮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今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我看了，感觉很温暖，希望政府把一
号文件提出的支农惠农政策早日落到实处。”孟宪
壮告诉记者，养殖业是高投入、高风险、低产出的
行业，贷款难一直在困扰着规模养殖的发展。到银
行申请贷款500万，能给200万就不错了，而且手续
繁琐。现在养猪稍微上规模，就需要投入二三十万
元，不靠贷款，钱从哪里来？

市场的波动也让养殖户迫切需要支持。孟宪壮
分析说，2006年，养一头母猪需要1 . 2万元，现在需
要2 . 6万元。去年，有几个月大家根本没挣到钱，
到9月份，生猪价格才达到7元的盈亏转折点。规模
小的承受不住，猪少了，猪肉价格就会上升。他建
议政府加大对涉农金融部门的考核力度，确保把支
农资金落到实处。

如何解决贷款难，孟宪壮有自己的思考。“在
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上，温总理说，市场上60%左
右的猪肉是养殖大户提供的。我建议探讨一种运行
机制，让规模养殖企业有资金、养殖户有贷款，银
行风险降低，消费者吃上放心肉，实现多赢。比如
说，养殖户申请贷款，由龙头企业担保；龙头企业
将贷款转化为猪苗、饲料、技术服务等，向养殖户
提供，并回收养殖户的产品。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这
个建议很感兴趣，正在商讨如何运行这种模式。”

■新春走基层·本报新闻人物回访

养猪大户碰上
“成长的烦恼”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孙正海

◆人物简介：孟宪壮，阳谷景阳冈良种猪繁育

养殖场场长，他的养猪场被农业部评为国家级生猪

标准化示范场。去年2月，孟宪壮作为养殖户代

表，参加了国务院举行的《政府工作报告》基层代

表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对面地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了

交流。

“用心养好猪，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肉。”

——— 孟宪壮

寒夜中有抹跳动的橘红色，环卫工人王树英：

“烟花鞭炮皮，少扫了三百斤”

乳山———

年夜饭上
为韩商解难题

记者新春走基层，在欢乐和谐的年味中感受山东“新版”春节

新风尚新气象传递过年正能量

□ 本报记者 袁 涛

临沭县青云镇，龙年最后一个大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汇聚到镇政府所在地韩村购置年货。集市主场地就在青云镇
政府门前的大道上，各式年货汇集。虽然已经是下午，但人
流依然如织。富裕起来的农民中很多开上了农用三轮车、小
汽车或面包车。

人多车多，容易堵塞交通，让人惊喜地是青云镇政府大
院大门敞开，一些农民把自己的小汽车停到了镇政府大院
里。院子不大，值班的工作人员还在，农民停车、取车不受
任何限制。记者与一位刚停车落锁的车主聊天，他说，镇政
府大院让老百姓停车很好呀，只要不妨碍办公，政府就应当
多给老百姓提供方便。

一句“很好”体现了老百姓对政府部门工作的认可，也
提出了更多期待。随着不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的制度设置，公务人员，尤其是官员受到的制约越来越
多了，慢慢回归自己的角色。

在鲁西南老家县城生活的弟弟来济南过年，聊起现在老
家的新气象感叹不已。腊月二十七，弟弟在街边购买年货，
他在县城检察院工作的一位亲戚开车路过，开的不是警车但
是公车，还没说上几句话，单位电话就打过来了，要求他把
公车交回。这位亲戚只得匆匆道别。

“都知道现在抓得紧，老家大酒店门前的公车几乎见不
到。”弟弟说，“这样的‘抓得紧’真应该一直抓。”

临沭———

农民小汽车
停到镇政府大院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今年回农村老家过年，记者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喝酒的人
越来越少，“今年过年不喝酒”渐成流行语。

2月10日，大年初一。中午，青州市庙子镇马岭杭村村民
孙明星召集了几位多日不见的伙计聚会。作为东道主，孙明
星拿出了一瓶酒说，“先喝这一瓶，不够咱再拿。”

做生意的孙洪波第一个提出不喝。他说：“以前为了谈
生意，不得不勉强喝两杯，但是自从开始查酒驾，看到我开
着车，客户也基本不劝了。今天我坚决不喝！”

青州市庙子镇党委副书记石志明，挡酒的理由也很“过
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禁公
款吃喝，今天虽说是个人场合，但也得注意。所以，我不仅
不喝酒，菜也尽量少上。”

在青州一家国有企业任安全部门副经理的陈永生，说起
不喝酒也很理直气壮，“今天虽是过年，但对于我们安全员
来说，每一天都在工作，这酒我万万不能喝。”

其他几个人，不是说还要开车串门，就是说家人不让
喝，每个人都有不喝的理由。最后，孙明星拿出的那一瓶酒
愣是没打开。

尽管没有喝酒，但这次聚会却很有意义。伙伴们从去年
的生意谈到今年的打算，从个人的小家说到国内国际形势，
话题一点儿都不少，气氛照样很热烈，一坐就是3个多小时。
饭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无酒也成席。

青州———

过年不喝酒
成聚会流行语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少了仪式感的年味道越变越淡

到底是年变了
还是我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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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k歌、手指拜年、旅游

一样的春节
可以不一样过

 国际·国内·3版

请你船
立即离开

中国管辖海域
中国海监船编队

正月初一钓鱼岛海域巡航
据新华社中国海监137船2月10日电 “这里是中国海

监137船，你船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你船行
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请你船立即离开中国
管辖海域！”

铿锵有力的严正喊话，拉开了中国海监137船农历蛇
年在钓鱼岛巡航执法的序幕。正月初一，中国海监船50、
51、66、137船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
巡航（右小图），距离钓鱼岛主岛13海里。

巡航中，面对日方船只的尾随、跟踪，中国海监137
船执法队员严阵以待，执法组组长朱星林对日方船只进行
了中英文喊话（右大图），两位执法队员贾涛、李志明迅
速进行了执法取证和详细记录。

据137船船长(兼)方东年介绍，2月2日，刚从钓鱼岛巡
航归来的中国海监137船，休整不到三天，就马不停蹄地
投入到春节期间的巡航任务中，正式入列以来的80多天
里，137船有60多天都在海上。

蛇年正月初一，钓鱼岛海域的天气是阴天，时有小
雨。深灰色的海面上，东北风6-7级，浪高3米。中国海监
船编队以一字队形绕岛巡航，137船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钓鱼岛海域迎风飘扬，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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