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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河芹菜：窖藏出的“软黄金”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李洪涛是我的本名。信周是我族谱上
的名字，出生之前就写在族谱上了，我就用
它当做我的笔名。”4月16日，正在书房写电
视剧本《茯茶传奇》的信周告诉记者。

2007年5月1日，是信周母亲去世一周年
忌日。那天下午，当时还是一名厨师的信周
开始动笔写他的第一部作品——— 《猎人突击
队》第一部。书中很多内容是在云南工作的
弟弟回寿光照顾生病的母亲期间，给他讲的
发生在缅甸的故事。

“写到2万字的时候，我发给了起点中
文网。两天之后，点击率很低。我就又转到
了铁血读书频道，没想到第二天就上升到排
行榜的第二名，一下子火了。”信周说。

“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编辑的电话，
打算把我的这部小说出版成书。我把前15章
发给他，看后他说当时的水平不够出版，打
算修改一章让我比对着继续写。”大约一周
后，信周打电话给编辑时，被告知后来写的
已经不需要修改了。

就这样，上班之余，信周开始写军事、
悬疑、推理、考古、探险等题材的作品。

2009年，已经出了5部书的信周对爱人慈
秀香说：“我现在写书赚的钱比干厨师多得
多，我以后不干厨师了，就写书吧。”从
此，信周正式转行，成为职业作家。

信周的叔叔李振奉说：“一开始，他写
书的事家里人都不知道。忽然跟我们说不干
厨师了，要专门写书。当时，我们都不相
信，觉得那不是一般人干的事。”直到信周
把自己出的书放到家人面前时，他们才打消
了疑虑。

写书不比做菜，有时候好几天也写不出
一段。“记得写《天机·龙脉迷踪》的时
候，自己解不开扣儿，情节设计不出来。”
这个时候，信周就先放下不写了，一个人带
着茶壶、茶杯到弥河边上，边喝茶边想情
节。“我很享受这个构思的过程。”信周
说。

为了写书，信周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
聚会宴请很少参加，朋友同学的往来也很
少，“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构

思作品。”
在出版了20多部长篇小说后，2012年信

周又开始转向剧本写作。
“毕竟是新手，改写剧本以来已经看了

十几本专业书，边学边写。目前正在创作的
《户撒刀》，已经写了古装、玄幻、抗日三
种题材的剧本大纲。”信周告诉记者，“转
行一方面是预感到纸质出版业的萎缩，市场
前景不大乐观。小说和剧本不同，小说是一
种描写，像铁匠，而剧本是镜头、画面，像
木匠。我个人更喜欢编剧，剧本更贴近现
实，也更有难度。我想挑战自己。”

信周的女儿李晓娇在寿光一家特殊教育
学校当老师，朋友们大都不知道她有个会写
书的父亲。

李晓娇说：“特教学校里面有许多自闭
症、唐氏综合症的孩子，都喊我们妈妈。有
一次老爸到学校看我，孩子们不说话，但跑
到他跟前去抱他。”信周很受震动，就以特
教学校为背景，构思《未婚妈妈》这个剧
本。“听老爸说故事大纲已经完成了一半，
我很期待。”李晓娇说。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写东西，三天不写
就难受。自从写书之后，我的生活更自由
了，想做一件事情马上就能去做。我很享受
写作的过程，写作就是为了更自由地生
活。”信周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一按这个红色按钮，除了我们家，整
个楼其余住户都会响起警报，提醒他们可能
有危险。”家住怡和苑社区的孙海燕指着家
里的报警器说。

记者注意到，孙海燕家的报警器上，不
仅有一个通知全楼的按钮，还有单个的数
字，每个数字代表一户邻居。这样，不仅能
迅速通知全楼危险，也能选择性地通知邻
居。“有的邻居家只有妇女和小孩，警笛可
能会吓着他们。”孙海燕说。

“主要是想让村民互帮互助。家家安装
报警器，让村民联系更紧密了。”沙埠屯村
党支部书记王常彬说。

怡和苑社区由沙埠屯和戴家两个村组建

而成，是寿光古城街道第一个农村社区。
2009年5月，该社区建成投入使用，共35栋
楼、1000多套住房。

怡和苑社区村民互助维护治安的另一种
方式，是组建治安联防队。村里的青壮年义
务排班，每晚巡逻。在该社区中心，记者看
到，巡逻工作登记表上一页记录一天的工
作。发现问题，巡逻人员都标注在上面。

“我们宣传‘我为村民守一夜，村民为
我守一月’，号召全村青壮年积极加入到治
安联防队中。对社区和村里的大棚进行巡
逻。”王常彬说。

然而社区和村里土地面积太大，巡逻时
不能面面俱到，因此社区安装了密集的摄像
头。每个楼道出口都有摄像头，社区中心和
入口处分别有多个摄像头。

宋爱莲经营社区超市，她的超市门口有
社区安装的摄像头，超市内有自己安装的摄
像头，超市里还有灭火器等设施。“现在大
家安全意识都强了，自己安摄像头也是为了
防患于未然。”宋爱莲说。

当年村民入住时，怡和苑社区就建成了
集医疗、警务、购物、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中心，在服务居民的同时保障居民
安全。

走进警务室，值班民警张向涛说：“我
们负责整个社区和周边工厂的安全保卫，也
会定期巡逻，配合社区的安保工作。”

抱着孙女在晒太阳的王会荣告诉记者，
自己不仅把报警器安装在卧室床头，平时警
觉性也很高。“社区经常广播或者开会，让
我们一定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平时有些来推

销东西，或者说维修想进门的，我都得问清
楚了。”王会荣说。

“这个社区非常大，而且周围工厂多，
外来打工人员多，许多人租住社区的房屋。
我们经常发材料，开会，讲安全问题的重要
性。”王常彬说。

怡和苑社区还调整了路灯的照明时间，
谨防入室盗窃等。此外，社区内不允许堆放
柴草，绿化也以树木为主，没有铺设草皮。

“我们考察后认为，社区内不宜铺设草
皮。秋冬草皮干燥后，非常容易形成火灾。
附近社区就有过教训，过年放鞭引起草皮着
火，由于草皮又厚又干燥，火势严重，来了
两辆消防车才止住火情。”王常彬说。

2013年，怡和苑社区被评为寿光平安建
设先进社区。

户户都有报警器，成立治安联防队———

怡和苑社区：大家帮助大家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4月15日下午，在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北
马疃村村委大院里，72岁的付桂祥老人和寿
光京剧协会的几个成员正在文体活动室里唱
京剧。“这几天嗓子不大好，我就负责打
鼓。”付桂祥说。

村党支部书记付建国介绍，2012年4
月，寿光文化局投资16万，村里出资8万，
在村委大院建起了文体活动室和农村书屋，
当年8月投入使用。同年12月，大院里的健
身器材也配齐了。

付桂祥年轻时参加过寿光吕剧团。1962

年吕剧团解散后，他回村务农。闲下来时，
付桂祥还是喜欢唱戏，慢慢地迷上了京剧。
自从文体活动室使用后，寿光京剧协会的成
员每周二下午就在这里集合。“多的时候得
有20多人，大家吹拉弹唱，很热闹，从来没
间断过。”付桂祥说。

每逢中秋节、春节等节日，付桂祥就跟
京剧协会的票友们一起在村里演出。《龙凤
呈祥》、《坐寨盗马》、《凤还巢》、《探
皇陵》等是他们的拿手曲目。

“我都把这当成职业了，今早上还去世
纪公园和那些票友们凑堆儿吊嗓子。我比较
擅长唱花脸，姚期、窦尔敦等角色我都

唱。”付桂祥说，“京剧博大精深，只要认
上门，就会着迷。年轻人只要愿意跟着学，
就算唱得没板没眼，我们也欢迎。”

付桂祥的外孙女付晓盼，从小受姥爷熏
陶，耳濡目染，也迷上了京剧。她从11岁开
始学戏，现在已经在山东艺术学院京剧表演
专业读研究生了。

付桂祥他们在活动室里唱戏时，84岁的
付丹桂老人坐在文体活动室一旁的座椅上读
着从农村书屋里借来的书。“我年纪大了，
耳朵有些背，基本听不见他们在唱什么。但
这里人多，热闹，白天没什么事，我就来这
里看看书，打发时间。”付丹桂说。

在北马疃村的村委大院里，有大约1000
平方米的空地。50岁的孔淑美白天在大棚里
管理茄子，晚上就到村委大院跳广场舞，
“村里出钱给我们配了音响。我吃了晚饭就
过来，跳上一个多小时再回家。出来跳跳很
舒服，等过几天天热了，我们就去滨河湿地
公园跳。”

45岁的付美玲说：“我们在院里跳舞，
年龄大些的老年人就在健身器材那里锻炼身
体。邻近的卢家村、南马疃的村民晚上也过
来凑热闹，得有五六十人。”

2013年，北马疃村被评为寿光市文化建
设先进村。

北马疃：唱戏跳舞健身一样不少

信周：从厨师到职业作家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寿光好味道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洗干净，蘸酱吃。或加入蚝油、陈醋、味
极鲜、蒜泥，再点几滴香油凉拌，都非常可
口。”4月15日，在寿光市稻田镇桂河芹菜营销
中心购买芹菜的崔洪刚说，他每年购买近2万元
的桂河芹菜，自j家吃或赠送亲友。

桂河芹菜因产在稻田镇桂河村而得名。其保
护范围纵长14公里，横宽9公里。这片土地系桂
河冲积地，土质为褐化砂壤，土层深厚，富含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

与普通芹菜不同，桂河芹菜需经过窖藏。
桂河一村党支部书记董建营告诉记者：“收

获后将芹菜置于地窖，先泼水，促其二次生长，发
育断筋，约60天后，只取中间嫩芽，为桂河芹菜。”

董民洪是桂河三村人，现为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桂河芹菜营销中心总经理，近年来一直组织桂
河芹菜的种植和品种培育。

“桂河芹菜跟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刘罗锅有一
段故事。”董民洪说，相传在清朝乾隆年间，有一年
寒冬腊月时，刘墉至桂河看望与他父亲同榜的进
士董思恭。回京时，董赠予刘一捆桂河芹菜。

“那个年代，将近过春节时，鲜菜很少。但
桂河芹菜从入冬开始窖藏，春节的时候拔出来很
新鲜，刘墉就把这捆芹菜捎到皇宫里去了。”董
民洪说，尝过的人都大加赞赏。自此，桂河芹菜
有了名气。

“我都不知道桂河芹菜传了多少年了。”桂
河三村村民董良义说。

在营销中心的芹菜窖藏室，嫩黄的桂河芹菜
整齐地码在一起。

董民洪告诉记者，桂河芹菜生吃最好，有独
特风味。带着好奇，记者品尝了桂河芹菜。不加
任何作料，只觉得一口咬下去，酥脆、无渣，传
统芹菜的香味儿中带着甜味儿。

“凉拌、热炒均可。加入海米、粉丝一起
拌，口感清新。像普通芹菜一样炒着吃，需要急
火快炒，翻几下即可出锅。”董民洪说。

传统的桂河芹菜为春种夏收，夏种秋收，一
年两季，生长期约为70天。成菜后株高约80厘
米，绿杆实心。在种植芹菜的间隙，还能加种两
季蔬菜，如茼蒿、菠菜等。

桂河芹菜的储存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湿度大了不行，容易腐烂。太干了，就蔫儿
了。最主要的还是温度，太冷太热都容易坏。”
董民洪说，芹菜经过两个月以上时间的储藏、发
芽，就可以出窖了。

出窖后的芹菜，需要进行仔细加工。把芹菜
外侧的梗剥掉，仅剩中间几个嫩黄的芹菜心。再
将这些芹菜心用干净的抹布擦净，最后3根一
包，装入塑料袋中，再装箱。

芹菜性喜冷凉、湿润的气候。相传芹菜栽培
始于汉代，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吕氏春
秋》记载：“菜之美者，有云梦之芹。”《诗
经》载：“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君子来朝，言
观其旂。”

桂河芹菜属于旱芹类，药理作用突出。中医
认为，旱芹性凉、味甘、无毒、入肺胃、肝经，
具有平肝清热、化痰下气、健胃利尿、祛风利
湿、镇静降压之功效，久食能降肝火、清胃热、
通便利肠，可用于高血压、动脉硬化、咳嗽痰
多、小便淋痛、黄疸等病的治疗。

2008年，桂河芹菜成功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身价倍增，品质好的能卖到320元1公斤。桂
河芹菜成了窖藏出的“软黄金”。

如今，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整合桂河芹菜资
源，发挥农业产业化运作优势，打响了“桂河芹
菜”品牌，把桂河芹菜推向了全国。

□ 单辰 张德华 袁京勇

眼下的80后，大多已结婚生子，有公婆帮着照
看孩子，他们只管享受着幸福甜蜜的生活。然而，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28岁的张敏敏
却无法享受这些。她家有81岁的老奶奶，60多岁的残
疾公公，还有右腿截肢的老公和年幼无知的孩子。

2007年，老家德州的张敏敏到东营打工，认识
了为人厚道的寿光人李小亮。两人情投意合，很快
确定了恋爱关系。1年后，当张敏敏将两人关系告
诉家人时，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李小亮的父
亲身患残疾，母亲在他8个月的时候离家出走，家
里还有一个年迈的奶奶，5间平房是全部家当。然
而，张敏敏不顾家人反对，2008年与李小亮结婚。

张敏敏对小亮说：“咱不怕穷，只要咱俩努力
工作，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2009年腊月里，不幸降临这个家庭，张敏敏怀
孕8个月的时候，李小亮遭遇车祸，右腿截肢。

丈夫遭遇不幸，年迈的奶奶和残疾公公对生活
失去信心，他们几度想结束生命。躺在病床上的丈
夫也多次含热泪让她离开，但张敏敏坚定地告诉丈
夫：她要撑起这个家。

怕娘家人担心，要强的张敏敏没有将这件事马
上告诉他们，而是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她挺着大
肚子，白天守着丈夫，晚上要起来为丈夫翻身、按摩
十几次。在照顾丈夫的40多天里，她因劳累过度和严
重营养不良，几次晕倒在病床前，瘦了十几斤。

李小亮出院后20多天，儿子出生了，这时她才
将丈夫出车祸的事情告诉娘家人。张敏敏的母亲连
夜从德州赶来，看到女儿时，泣不成声。

那段日子对张敏敏来说就是煎熬，别人的孩子
喝几百元一桶的奶粉，她的孩子却喝着几十块钱一
箱的牛奶。孩子刚出满月，张敏敏就开始外出打工。

丈夫治病花了十几万元，家里欠债累累，所有
担子都压在了张敏敏一个人身上。为了赚钱养家，
又不耽误照顾孩子和丈夫，张敏敏在家附近种了5
亩多棉花。从小没种过地的她，面对这5亩多棉花
地犯了愁。一个喷雾器重20多公斤，张敏敏背着打
药，每次肩膀上总会留下深深的勒痕。到了棉花成
熟期，别人的地里，全家人忙活着拾棉花，而她却
只能靠自己，连续3个月才能干完。

李小亮自从残疾后，变得不善言辞，不愿意出
门。张敏敏每天安慰丈夫，鼓励丈夫振作起来。

都说80后是不能吃苦的一代人，张敏敏却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80后的坚强与能干。问起以后的打
算，张敏敏笑着说：“苦日子总会过去的，只要家
人在，希望就在。”

□单辰 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让好人受到尊崇和礼遇，双王

城生态经济园区将开展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活动。自今年4月20日起，寿光市级及以上层次
的道德模范和好人，凭本人身份证和荣誉证书，可
终身免费游览双王城洰淀湖风景区。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可亲可敬可爱，给我们
树立了标杆，让我们心里充满温暖和感动。为好人
提供免费游览，主要是发扬好人有好报精神，同时
让好人们懂得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多注意自己
的身体，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双王城生态经济园
区党工委副书记陶永军称。

洰淀湖风景区位于寿光市西北部，湖区面积2 . 5
万亩，是潍坊市最大的天然湿地，寿光市唯一的天然
湖泊，也是寿光自然面貌保存最原始的地方。

洰淀湖景区

向“好人”免费开放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2014年度工伤保险浮动费

率测算、公示、调整工作日前顺利完成。寿光市社
保中心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率和工伤事故
发生率等因素，对参保单位的工伤保险浮动费率进
行了测算，并进行了为期10天的公示。

目前寿光工伤保险参保单位1321家，参保人数
13 . 08万人。符合本次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范围的单
位226家，其中，80家用人单位因工伤事故多发或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较多而实行工伤保险费率上浮，
47家单位费率不变，99家用人单位由于安全生产做
得较好，未发生或发生工伤事故较少，享受工伤保
险费率下浮的待遇。

通过工伤保险浮动费率调整机制，寿光推进用
人单位加强工伤预防工作，督促企业增强安全生产
意识，减少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对广大劳动
者的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工伤保险浮动费率

测算调整工作完成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结合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出台了一项创新举措，即在计发社会保险待遇前对
退休（职）人员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本情况进
行核定和确认，以切实保障退休（职）人员合法权
益。

核定确认先由用人单位通过潍坊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网上服务系统打印《企业退休（职）人员缴
费基本情况核定确认表》并初次核对；再由社保中
心对该表内容进行审核认定或补充修正；最后由用
人单位负责将核定确认表内容告知退休（职）人员
并由本人签字确认。核定确认的内容主要包括：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用工形式、养老保险的缴
费（含实际缴费、视同缴费）情况、医疗保险的缴
费（含实际缴费、视同缴费）情况以及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缴费年限、需要补齐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及需按1%补齐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等。通过此
举，社保中心在规范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的同
时，切实保障了退休（职）人员的合法权益。

实行社保缴费

核定确认

张敏敏：

柔肩撑起多难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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