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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3月15日傍晚，茌平县城

振兴路上的“李二鲜鱼”餐厅门口又排起长
龙。“38张桌子，满了！想吃番茄鱼锅，只能
排队等位。”经理张富海双手一摊向记者解
释：“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吸引力确实很
大，每天卖鱼锅100多份，光西红柿就需要
200来斤。

“小时候吃‘洋柿子’酸甜可口，吃了这
个想那个。后来化肥、农药、激素一起上，

‘洋柿子’不洋了，变味了，人们又开始回
味、怀念、寻找‘小时候味道’，好在通过我
们的尝试，让久违的味道又回来了。”张富
海说着从厨房里拿出一个让记者瞧，这西
红柿长得圆润饱满，掰开肉质呈红色，籽呈
土黄色，面上有星星点点像砂糖一样的细
微颗粒，咬一口，沙愣愣的，酸中带甜，果真
与众不同。

记者从县城出发驱车80里，前往菜屯
镇商石村西红柿基地实地采访。钻进一个
大棚，满脑的“好奇”立马变成“惊叹”：红红
绿绿的果实垂挂于枝，小树林般的藤蔓上
方,悬吊着七八十块黄板，上面密密麻麻粘
满飞虫；棚东南墙角，三四十只荷兰熊蜂围
绕一个木箱“嗡嗡”叫着进进出出……基地
负责人张富龙介绍：“有了黄板，不打药了；
有了熊蜂，不点花了；有了李二鲜鱼，不催
红了，自然成熟，味道咋能不好？”

正是冲着“小时候味道”，去年初，拥有
7家“李二鲜鱼”连锁店、日均消费西红柿
2000斤的张富海，尝试跟从建材行业转投
农业的哥哥张富龙搞起了“农餐对接”。兄
弟俩共同投资600多万元在老家租下80亩
地，专门生产西红柿。富龙负责种植，富海
保底包销，按每斤3元的价格敞开收购，基
地单独核算，年底按股分红。一期的7个暖
棚从去年10月开始有收成，每天采摘700多
斤，除满足茌平店外，聊城市区的2家“李二
鲜鱼”也用上了这种食材；二期“立体化无
土栽培生产线”也建起6座“车间”，不久后，
流水线上生产的西红柿将能完全自给。

张富海告诉记者，“农餐对接”主要
有两大好处：一是保障了“舌尖安全”。
二是破解了农产品难卖。县里还以“李二
鲜鱼”为样板，先后举办6次“农餐对
接”活动，帮助耿店大棚饭店、竹壶餐厅
等20多家餐饮企业，和禾木笨鸡合作社、
绿源合作社等10多家合作社、500多家种养
农户成功“联姻”，农副产品的采购量达
到1000吨，品种涵盖蔬菜、粮油、肉类、
禽蛋等，初步构筑起“从农田到餐桌”的
农产品直供通道。

餐饮企业的“供给侧改革”，最终激
活食客们的味蕾。目前，近30家“农餐对
接”饭店，日平均接待食客都超过2 0 0
人，每天营业额全部跃升到5万多元以
上，比以前增长了30%多。

从食材源头保障“舌尖安全”

张氏兄弟的“农餐对接”试验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王文广

“我们研发的木雕充电宝已经开始生
产了，目前已经有客户预订了，其他的产
品销量也逐年上涨。虽然现在经济形势不
太好，我们的订单却越来越多，去年是几
年来最好的一年，今年研发团队又扩大
了，相信效益会更好。”3月18日，记者
来到位于嘉祥县大张楼镇的德胜木雕工艺
品厂，谈起目前的状况，老板周广胜兴奋
地说道，“没有创新的思想，实干的精
神，创业没那么简单。”

别看德胜木雕工艺品厂门头不大，里
面却隐藏了一个小工厂。经过三年多的发
展，工厂从3个员工发展到四五十人，有了
自己的设计团队，还有了十几台自主研发
的雕花机器。这一切都得益于33岁的年轻
老板周广胜不断创新的创业意识。

因循守旧注定被淘汰

雕花木梳、雕花发簪、木质礼盒……
这些都是周广胜工厂里的明星产品，尤其
是雕花木梳，已经远销全国各地，是工厂
的拳头产品。虽然现在工厂运行顺畅，且
有越战越勇的趋势，回想最初创业的艰
辛，周广胜仍颇有感慨。

多年前，周广胜家经营一间小家具厂，
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具。小时候整天在
木花中跑来跑去，周广胜对木雕有着特殊
的情感。19岁中专毕业后，周广胜跟着哥哥
来到济南一家家具厂打工，那时他的想法
很简单，就想学好木雕手艺。

从一天只能雕一朵花，挣3块钱，到三
年后带领20个学徒承包厂里所有的木工
活，年纪轻轻的周广胜攒下了自己第一桶
金。不过最让他受益的是跟随老板学到的
经商之道。“技术好、能吃苦固然重要，但如
果一直原地踏步、因循守旧，也无法有所进

步。”周广胜说，这是他在公司学到的最重
要的一课。

此后，为在木雕市场里闯出一片天地，
周广胜在淄博、福建、安徽等地学习木雕技
艺，尤其在东阳市的三年真正掌握了打坯、
修光、制图以及技法上的精髓。

2010年，周广胜的德胜木雕工艺品厂
正式成立。然而，创业初期，周广胜只有一
个感觉：疲惫。这疲惫一是源于手工雕刻效
率低，二是因为没有原创产品。

公司初期主要经营的产品是桃木剑、
如意等大件商品。合肥市有很多桃木剑加
工企业，周广胜就从那边定原料回来加工。
可手工雕刻每人每天顶多完成一把半，一
把剑才挣70元的加工费。为提高效率，周广

胜在公司成立下半年就买了第一台机器。
和不少企业一样，周广胜最初也选择

走模仿道路，可模仿的代价是利润低、压力
大。“第一桶金早让原创者赚了，等模仿者
花费时间、资金把产品模仿出来后，原创者
展开价格攻势，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周
广胜说，永远追着别人的屁股跑不是长久
之计。自己的产品没有核心竞争力，注定会
失败。

以原创产品占领市场

“如果不是去年推出雕花梳子，你现在
可能就看不到我们的公司了。”周广胜坦
言，这两年礼品行业受到冲击，桃木剑和如

意市场不景气。他一直考虑公司转型。一次
偶然机会，他接到台湾客商的一批订单，为
他找到了灵感。

台湾客商预订了1000把龙凤图案的檀
木梳。为使样品符合台湾客商的要求，周广
胜来来回回修改了二三十次。这期间，他专
门去网上查询此类商品的情况，发现国内
普通的一把带雕花图案的檀木梳要卖到五
六百元。如果机器化生产，即使无法达到手
工雕刻的价格，利润肯定也不会差。于是，
周广胜把雕花木梳作为公司主打产品进行
研究。

“这次不能再模仿了，公司要有自己的
原创产品。”周广胜下定了决心。从2014年
开始，他带着三个设计人员，设计出100多
个带有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的图案。还开发
出雕花簪子、手链等新产品。为迅速占领市
场，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周广胜投入大量资
金，和当地的机械企业联合开发可以大批
量雕花的机器。经过半年研发，去年5月机
器研发成功，周广胜一次就进了14台。“原
来一个机器只有四个头，一次顶多做四把
梳子，现在一次就能做16把。”周广胜说，现
在一天可以生产2000把梳子，比之前增加
了10倍。

在电商大行其道的时代，周广胜也开
始做起了网络生意。“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在
阿里巴巴上班的朋友，从那时我就开始在
网上推广产品了。”周广胜说，最初只是小
打小闹，这两年他聘用了专人经营网店，通
过阿里巴巴、百度推广、百度优化等平台来
开展宣传，去年一个淘宝代理的销售额就
能达到一百多万元。

虽然这两年成绩不错，但周广胜没有
止步，尤其在产品创新上。他招兵买马，扩
充研发团队，今年在济宁市残联的推荐下
又引进了几个专业人才，现在研发团队有
20多人，产品目标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你不前进，就得被别人落下。”周广胜深有
感触地说。

自己的产品没有核心竞争力，注定会失败，33岁的周广胜认定———

创新放飞雕刻梦想

□胡新广 李莹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周村区

委书记韩昆山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
信，这封信来自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
仁县委。信中写到：“你们的爱心与衣
服我们已经收到，并已全部发放到需要
的群众手中，衷心感谢你们的爱心捐赠
和无私帮助……”短短数百字，字字浸
透着深深真情。

一切源于去年冬天周村区开展的一
次“暖冬行动”。2015年入冬后，周村
区青联副主席高康从淄博市第七批援藏
干部毛新普处了解到，在淄博市对口支
援的昂仁县，有很多孩子缺少御寒棉
衣。得知情况后，团区委和区青年志愿
者协会决定开展“暖冬行动”，通过微
信公众号“青春周村”、《今日周村》
及其官方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广泛宣传发动，号召全区广大群众捐
赠衣物，让藏区同胞温暖过冬。

团区委在航东社区、周家社区等处
设立了5个固定物资接收点，既方便了市
民捐赠衣物，也在群众中起到了宣传发
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市民踊跃参与进
来，其中不乏老人的身影。在航东社区
服务中心，67岁的张大爷蹬着三轮车，
将家中两件崭新的羽绒服和一床棉被送
到物资接收点。

捐赠活动结束后，来自全区各行业
的70余名志愿者将2000余件衣物进行整
理、分类，将分拣出的266件最好的衣物
打包运往昂仁县。中邮物流周村分公司
和山东华业无纺布有限公司无偿提供了
包装袋，大汉物流有限公司决定免费运
送。经过近20个日夜的长途跋涉，2016
年1月底，满载周村人民深情的266件衣
物和图书抵达昂仁县，该县第一时间将
爱心衣物、棉被和图书发放到了困难群
众手中。

□本报通讯员 郝安振 李超 本报记者 王福录

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广为流传，董永形象事迹融
汇于孝子道德观念中，成为中华民族孝文化的代表。据学术考
证，汉孝子董永就出生在如今博兴县陈户镇的董家村。这里的
人们如何传承孝文化呢？

“你看看，人家赵成莲这两个儿子，每家一年给她1000块
钱、600斤粮食、40斤油，还每年带她到医院查体……”在家庭
赡养公开承诺公示栏前，村民于美凤指着公示栏说。

去年以来，董家村建立了家庭赡养公开承诺制度，村两委
组织75岁以上老人子女以户为单位，签订《家庭赡养老人承
诺》，在赡养费金额、衣食住行、卫生保健、亲情关护等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赡养标准不能低于500元/年。签订完成后，每户
家庭承诺情况统一制作“董家村家庭赡养承诺公示”，在村中
心街醒目位置张贴。目前，全村21户家庭全部进行了公示。

来到村委大院门口的董永学堂，朗朗读书声从里面传出。
“今天是周日，村里的孩子们正在上孝德课呢。”村妇联主任赵
淑芬说。跟随赵淑芬来到教室门前，一块古色古香的牌匾上刻
着“董永学堂”四个金色的大字。

据介绍，董永学堂已经开办了4个多月的时间，本学期主
要学习《弟子规》和《二十四孝故事》两本教材，课后还会留家
庭作业，孩子们课堂上很活跃，作业都能很好地完成。

谈到孩子们学习的效果，“变化可大了，我孙女原来放学
回来就趴在电视前看动画片，现在知道主动干家务，饭前饭后
还帮我洗菜刷碗。”赵淑芬笑着说。

“去年的重阳节，村里开展了行孝一日活动，组织孩子们
为劳累的父母捶捶背、洗洗脚、做家务，通过这些力所能及的
小事情，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孝心。”村支部书记张殿庆介绍
说。

在董家村村委门口，有一个公示栏，上面张贴了去年评选
出的孝德之星的照片和主要事迹。去年12月民主议政日上，董
家村采取党员、村民代表推荐，民主票决的方式，评选出了3名

“孝德之星”，月底举行了孝德之星颁奖仪式。
董家村成为“孝德村”，博兴县专门成立“董永文化品牌建

设指挥部”，提出打造仁孝博兴就是要以传承“董永仁孝文化”
为主题，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实际工作生活相结合，每年都
开展“敬老月”等各项活动，利用道德讲堂等平台，推动仁孝文
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积极开展孝星评选活动，组织县、
镇、村等不同层面的“孝星”、“好媳妇”等评选。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陈雷 马珊 报道
本报微山讯 “王叔，俺和老张家的交

通纠纷问题多亏您出面调解，两边都很满
意。”“客气啥，以后有事再来找我，都是一个
村的，啥事都能说好谈好。”4月6日上午，微
山县西门外村村民李远志掏出一根烟恭敬
地递给年逾七旬的村“乡贤”王布林。

原来，从今年2月份，微山县欢城镇开始
在美丽乡村片区田陈社区和菜园社区的20
个村探索建立“乡贤理事会”示范点，委任村
里公道正派、有奉献精神、热心公益、群众威
信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致富能人等
为该村“乡贤”，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一道参
与乡村治理。“村里的百姓闹纠纷、工作与村
民产生利益冲突，干部出头调解容易让村民
认为事情‘经了公’，易积仇结怨。由公道正
派、威望高的乡贤人士来调解纠纷，乡亲更
易于接受。”欢城镇党委书记薛聪说起初衷。

3间临街违建，户主仅半天就全部自行

拆除——— 这也是乡贤们的功劳。村民李梅介
绍，二龙岗村村南的河经镇村精心打造，堤
旁绿树成荫、花朵绚丽，一改过去脏乱的“臭
水沟”面貌，可河堤北3间临街板房大煞风
景，这三处是三家老年人放柴火、炉灶的，村
干部去做工作，三家答应给了补偿费才拆，
违建是违规的，没有补偿一说，于是村干部
让两位德高望重的乡贤赵显立、宋广民出面
跟三家老人“谈心”，经劝说三家答应立即拆
除，钱一分不要。

欢城镇妇联去年开展“清洁庭院”活
动，需挨家挨户发动妇女动手干活，可
3000多户的巨大工作量和一些卫生习惯不
好的“钉子户”急坏了妇联主席许春慧。“村
干部打惯了‘硬仗’，面对同村大嫂大婶也直
挠头。”许春慧说，多亏了各村乡贤理事会的

“老干部”动员各家的“老公公、老婆婆”，通
过家里的老人做“儿子、儿媳妇”的工作，短
短一周，片区内所有村文明卫生示范户达标
率都达到了90%。

微山县欢城镇示范“乡贤理事会”

“乡贤”助力村庄治理

淄博周村捐献爱心棉衣被

穿越八千里路温暖昂仁

关键词：齐鲁新风

□刘继华 王修磊

丈夫因一场意外事故导致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妻子
不离不弃，精心照料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用15年的爱心和坚守
诠释着人间真情。在梁山县大路口乡孙老包村，王朝奎和妻子
姜改焕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故事被村民广为传颂。

1989年，姜改焕和王朝奎经人介绍结婚。婚后不久就生下
了一儿一女，姜改焕在家照顾孩子，王朝奎则在外打工。2000
年底，王朝奎意外发生车祸，胸椎第11、12节粉碎性骨折，经紧
急抢救虽保住了性命，却从此肚脐以下失去了知觉，下肢瘫
痪。女儿7岁，儿子才2岁，上面还有70多岁的老人需要照顾，家
庭的重担全落在姜改焕身上。“当时觉得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姜改焕回忆说。

痛苦之后，姜改焕选择了坚强。除了下地干活、操劳家务
和照顾丈夫、子女外，姜改焕还找了一家工厂干活。“当时我
想，他哪怕能坐上轮椅，推着他出去转转，也比一直躺在床上
强。”姜改焕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到处打听医治瘫痪的良
方，一直坚持不懈地给丈夫进行康复治疗。

15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常人很难想象的事，姜
改焕做到了。每天，她都要为丈夫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早中晚
按摩手脚，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枯燥的程序。天冷时，她用灌
好的热水袋给丈夫暖脚；晴天时，她就背着丈夫到外边晒太
阳。15年里，姜改焕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很难得吃
上一回肉，省下来的钱主要留着给丈夫买药给子女交学费。

看着劳累的妻子，王朝奎心里十分难过：“我活着也没啥
意义，你带着女儿走吧，别管我了！”姜改焕看着丈夫痛苦的表
情，总是笑着安慰他：“日子总得过下去，哭一天还不如笑着过
一天。你要振作起来，我会一直守着这个家！”

擦亮董永品牌 打造仁孝博兴

看董永后人的孝道传承

姜改焕：
用坚守诠释患难真情

□尹彤 报道
周广胜（左）与工作人员研究梳子的雕刻花型。

□冯长禄 报道
4月15日，茌平县菜屯镇商石村西红柿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在采摘“自然红”

西红柿。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郗文娇

在淄博市淄川区方大公司宿舍楼，有一位老人，在74个春
秋27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陪伴着先天聋哑、双手残疾的弟弟，
演绎了一段不离不弃的亲情故事。他就是龙泉镇龙三村80岁
的老人程衍英。

程衍英出生于1937年，7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当时，弟
弟程衍江只有3岁，先天聋哑、双手残疾，从那时起，他和3个姐
姐一起承担了照顾弟弟的重担。17岁时，最小的姐姐也嫁人离
家，程衍英就把弟弟带在了身边，和妻子司艾华一起照顾。他
在外求学时，妻子一人在家种着8亩地，还要带孩子，艰难度
日。1992年，程衍英退休回家。他把所有精力用在弟弟身上，以
此弥补上班期间无法好好照顾弟弟的歉疚，也减轻一下妻子
的负担。

他说，弟弟不只先天聋哑，智力也像个三四岁的孩子。现
在，弟弟牙口不好，老人要细心地把面条一点点捣烂、馒头泡
软后再端到弟弟跟前，看着他吃完。弟弟身体不好，洗澡不能
长时间站立，程衍英就找车拉着弟弟去附近的澡堂里泡澡。

2012年，程衍英的妻子因小脑萎缩失去意识，大小便失
禁，卧床不起。从那以后，老人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每天凌晨三点，程衍英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先到隔壁
房间看看弟弟，再回来给老伴换尿布、擦洗身体。然后他赶紧
到厨房准备早饭，饭做好后先喂饱弟弟和老伴，自己再吃。因
为妻子小脑萎缩，吞咽困难，喂一次饭有时需要两个小时。

每天，等老人吃上第一口早饭的时候，时针已经指向9点。
在父母的熏陶下，子女们从小到大都会想着帮着父母照

顾叔叔。1月4日，小女儿刚陪父亲从台湾游玩回来。当她提出
带父亲出去走走时，哥哥姐姐们都十分赞同，他们主动把照顾
两位患病老人的担子接了过来。每到周末，儿子、女婿们也会
抽时间回家帮忙，让老人到附近的山上走一走，散散心。孩子
们知道，父亲程衍英特别不容易，就想趁父亲身体还硬朗，带
他出去好好放松一下。

哥哥照顾
聋哑弟弟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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