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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艳

8月20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孙集村，天
空下着细密的雨。雨水汇聚到低洼处，越涨越
高，缓缓流进刘翠丽家中。

“邻居家门前、院子里都垫得高高的，水
就排出去了。我们家没有钱垫，街上的水都往
我家里灌。一到雨季，家里就涝。”刘翠丽
说。

记者注意到，与邻居家高大宽阔的门楼相
比，刘翠丽家的门至少低了20厘米。

没有垫高的屋后，也有积水。刘翠丽说：
“阴雨天不断，院子里这十来天都没干过呢，
晾在屋檐下的衣服都是潮湿的。”记者看到，
庭院中，铺地的红砖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

照顾丈夫种植大棚两不误

若不是一场意外，刘翠丽的日子会和村中
大多数人家一样，高门大院，红红火火。

10年前，刘翠丽的丈夫张若胜摔成重伤。
那是2006年春节刚过，邻居维修房屋，张若胜
帮着拉土。一次倒车时，车翻了，张若胜被砸
中，脖子神经严重损伤。住院治疗花了5万多
元后，张若胜回家休养。“之后一直躺在床
上，每天都得有人伺候着。”刘翠丽说。

“在农村，邻居建房时相互帮助很常见，
一般出了事也没有赔偿或者补偿。”张若胜
说。

当时，张若胜和刘翠丽种着2个长60米宽9
米的黄瓜大棚，每个大棚可以种植3200株黄瓜
苗。“当时的菜价没有现在这么贵，每年家中
毛收入5万多元，纯收入2万多元，在村里属于
中等收入。”张若胜说，当时只有一个女儿，
日子过得很轻松。

“10年了，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45岁
的张若胜说。目前，张若胜躺在床上，只有左
手能正常活动。由于长期不活动，张若胜的许
多肌肉萎缩，右手手掌和两个脚掌都弯曲变
形，右胳膊肿胀。

更遭罪的是，张若胜消化不好，十几天才
大便一次。张若胜说：“肠道不怎么蠕动，食
物窝在肚子里，和生孩子一样难受，只能忍
着。”

为了让丈夫舒服点，中午空闲时，刘翠丽
会喊来张若胜的大哥，把张若胜扶起来，在客
厅坐一会儿。

张若胜失去劳动能力后，家中的旧大棚拆
了。没钱建新棚，刘翠丽去邻村承包了一个40
米长9米宽的旧大棚。“除去成本，一年纯收
入1万多元吧。”刘翠丽说。

黄瓜进入收获期后，刘翠丽凌晨3点多就
起床，赶往1 . 5公里外的大棚摘黄瓜。天明
后，刘翠丽请张若胜的大哥帮着把100多公斤
重的菜筐抬到电动三轮车上。卖完菜后，刘翠
丽接着返回大棚，灌溉或者点花，忙到11点回

家。回家后，刘翠丽先给张若胜按摩一下身
体，再做午饭。

墙上贴满女儿的奖状

早上，刘翠丽基本不做饭。“棚里忙，来
不及。只好让他们爷俩将就着。”刘翠丽说，
儿子张伟平在孙集小学读三年级，早上在张若
胜“指挥”下泡方便面。上学放学，儿子都是
自己去。

让刘翠丽省心的是，学校离家近，张伟平
每次放学都不贪玩，直接回家帮着照顾爸爸。

时间接近中午，刘翠丽带着张伟平去附近
的超市买菜。在蔬菜区，刘翠丽挑了一个小冬
瓜，花去1 . 5元。“平时，我都是晚上8点之后
去超市买菜。那时菜都打折了，很划算。”刘
翠丽说，看到雪糕、牛奶，张伟平看一眼就转
过头去。

刘翠丽的女儿张晓梅，在寿光一中马上读
高二了。“以后我想考师范类大学，给父母减
轻点压力。”张晓梅说。女儿在寿光市区学习

一年，刘翠丽没去学校看过一次。张若胜说：
“我就盼着姑娘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出路。”
电视机旁边的墙壁上贴着张晓梅从小学到初中
的各种奖状。“姑娘学习很用功，不用我们督
促。”刘翠丽说。

暑假里，张晓梅做完作业，就跟爸爸说
话，给爸爸擦洗、按摩身体。听到爸爸说起受
伤的经过时，张晓梅转过身，悄悄抹去眼泪。

“等晓梅大学毕业了，我们的压力就轻
了。”刘翠丽说。

爱心撑起一个家

看到妻子早起晚归，张若胜觉得心疼，却
又帮不上忙。

刘翠丽粗略算过，家中4口人，一年精打
细算，开支也需要2万多元。张若胜每年有1万
元的低保费，刘翠丽一年挣1万多元。看到一
年到头剩不下钱，刘翠丽想着租一个大点的
棚，每年能有2万多的纯收入，家里就好过
了。但附近的村，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棚。

前两年，觉得家中潮湿，对张若胜身体不
好，刘翠丽决心铺上瓷砖。买来最便宜的瓷砖
后，想请人铺，结果人工费用太贵，刘翠丽就
自己动手铺设。“我也不懂怎么弄，铺得不太
平整，只好将就着。”刘翠丽说。

七八月份，正是寿光大棚闷棚期，刘翠丽
去一家胡萝卜加工厂打工。每天从早上6点工
作到晚上6点，中午休息一小时。干了9天后，
刘翠丽不干了。“时间太紧张，没法照顾丈
夫。”刘翠丽说。

2015年暑假，寿光电视台联系当地企业，
资助部分贫困儿童去北京4日游，张晓梅和张
伟平第一次走出寿光。张伟平拿出在故宫、颐
和园、长城拍摄的照片给记者看。

“在北京玩，姐姐像妈妈一样照顾我。”
张伟平说。

还有十多天，大棚的黄瓜苗就要定植了。
到时，刘翠丽又要忙碌起来。

“为了孩子，我们也得坚持，日子会好起
来的。”刘翠丽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桑德春

2012年蔺家村、2013年桥子村、2014年马
家茅坨村、2015年李王庄村、2016年彭三村，
寿光市扶贫办副主任崔庆春，这个老牌“第一
书记”，在台头镇5年转了5个村。很多时候，
崔庆春更像一位“救火队长”，哪个村薄弱涣
散他就驻进哪里。崔庆春驻到哪个村，那个村
就由乱到治，以致每当驻村期满，附近的薄弱
村就来抢他当“第一书记”。

2012年初，刚刚从乡镇“进城”两个月的
崔庆春，再次回到了摸爬滚打24年的农村，担
任台头镇蔺家村“第一书记”。进驻后，他没
有急于铺摊子，而是先走村入户，了解村情民
意。走访的对象，除了本村村民，还有邻村群
众。通过听取村内外的意见，崔庆春记下了群
众的诉求、期盼，也摸清了村里的优势和短

板。
蔺家村没有卫生室，村民生病了，只能到

五六里远的邻村看病拿药，很不方便。崔庆春
把群众闹心的这个“结”，作为工作突破的
“点”，先后5次到市卫生局和镇卫生院协
调，以最快的速度建起了卫生室。平时，崔庆
春吃住在村，与农民认亲结友。他上接“天
线”找项目，下连“地气”聚人心。每驻进一
个村，村路硬化，变压器更换，文化广场建起
来，村容村貌大变样。

“我刚到村里时，他们都喊我崔书记。如
今我在村里碰到村民，他们都喊我老崔。”这
是崔庆春驻村日记中的一句话。崔书记成了老
崔，不仅是一个称呼的变化，更是村民们对他
的接受和认可。

从1997年土地调整后，李王庄村近20年没
调整过土地，这既制约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也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于是，崔庆春

又被“点将”，来到该村担任“第一书记”。
崔庆春从最突出的人地矛盾入手，三个月召开
12次会议，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最终拿出
了一个党员群众一致认可的方案。调整土地
后，李王庄村集体年增收16万元。村里有钱给
群众办事了，干群关系逐渐得到改善，后进村
慢慢变成了模范村。

崔庆春说，工作干得好与坏，老百姓心里
有杆秤。2014年底，恰逢李王庄村换届，村民
一致要求崔庆春去他们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除了他，别人我们都不选。”虽然百般推
辞，但抵不住村民再三要求。最终，崔庆春全
票当选李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全寿光唯一
一个担任村支部书记的“第一书记”。

但“第一书记”干得再好，也有撤走的时
候，最终还得靠村“两委”当家。不能喧宾夺
主，是崔庆春坚持的一条驻村原则。他注重抓
“两委”班子建设，经常组织村干部外出取

经，提升他们经营村庄的本领。同时，他有意
识地带着村干部做群众工作，提升村“两委”
在群众中的威信。

在马家茅坨村，一户村民的老宅子正好位
于村路上，导致村路一直无法开通。村民出行
不方便，就抱怨村“两委”工作不力。了解情
况后，崔庆春就带着班子成员找这户人家谈
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该户被他们
的诚意打动，主动拆了老宅子，村路得以硬
化。通过这件事，村“两委”在百姓中的威信
得到提升，为后续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驻村期间，崔庆春年迈的父亲先
后五次住院手术。因为工作忙，他陪在父亲身
边的次数屈指可数。去年，他的父亲因病去
世。“忠孝不能两全，我愧对父亲。但我尽心
尽力为村民办实事儿，父亲也能理解。”崔庆
春说。

5年转了5个村，从“崔书记”到“老崔”———

抢着要的“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薛 松

“灌气，灌气了……”8月16日临近11点，
寿光市文家街道后游村东侧的一个住宅小区
内，一辆载有3个液化气钢瓶的电动四轮车正
在小区内缓慢行驶。不到10分钟，车旁便聚集
了6个拿着空罐前来灌气的住户。

“一斤2 . 7元，比去液化气站贵点，但方
便些。”小区住户方玉梅说，她今年57岁，自
己一个人住。“儿子半个月回来一趟，赶上液
化气用完了才去液化气站给我灌，平时我们都
等着灌气车来再灌。”

当记者谈及流动灌气车的安全隐患时，小
区住户纷纷表达了无奈。“上了年纪，骑着三
轮车去灌气很犯愁。”住户刘江说，虽然知道
流动灌气不太安全，但方便，很多住户常年都
靠灌气车灌气。

“只要开着窗户，三四楼高都能闻到很浓
的液化气味。”住户王永林说，平时自己有抽
烟的习惯，一旦流动灌气车进了小区，他就赶

紧把北面的窗户关严，以防万一。
下午4点，在纪台镇的志强液化气站内，

记者看到，一名商贩正在往一辆机动三轮车上
装载液化气钢瓶，准备出村送气。除2个液化
气钢瓶外，三轮车上还载有一根输气管和一个
电子秤。草草装车固定后，该商贩便驶离了气
站。

在纪台镇李家官村，很多小餐馆和商铺已
经习惯了这种“送气上门”的液化气灌装方
式。

“只要气好、点得着、价格不贵太多，咱
就用。”村内一家羊肉馆负责人徐清强说，平
时自己店里生意较忙，人手又少，没有时间去
液化气站灌气。“有时一斤卖2 . 6元，便宜点
的2 . 5元。用着也没啥问题，就一直跟他们
‘合作’着。”

“其实我这也属于为人民服务，为用户提
供方便，我自己也能挣钱，两全其美。”流动
销售液化气的商贩王庆伟坦言，正是因为太多
人有送气上门的需求，他才能做起这样的生
意。

“从事液化气经营，除合规的手续和经营

证件外，还要求有固定的场地和严格的安全保
护措施，条件苛刻，属于高危行业。”寿光市
燃热办主任王洪图说，并且装载液化气罐的车
辆上路行驶，属于危化品运输，必须持有危化
品运输许可证。但这些送气车没有任何手续，
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正规的液化气站，需要投入安全设施
经费和专业的管理费用。而流动灌气车只要
一 个 人 、 一 辆 车 就 上 路 ， 投 入 小 、 获 利
大。”王洪图说，因为流动灌气商贩无证经
营，液化气的来源无从考证，质量更是无法
保证。

“来送气的商贩不固定，有几次气确实不
行，打不着火，应该是掺假了。”李家官村某
拉面馆负责人尹立平说，灌了几次假气之后，
他再也没买过流动灌气车拉的液化气，都是自
己开车去气站灌。

“标准液化气罐限定灌气12 . 5千克，合25
斤，流动灌气车一般都给灌到三四十斤，这也
是我担心的一个方面。”尹立平说，“而且，
去正规气站灌气，工作人员都会检查一下液化
气罐是否完好。不达标不充气，建议换新罐，

这也让人用着放心。”
据介绍，针对非法倒卖液化石油气的行

为，8月30日开始，寿光将由公安、住建、市
场监管与各街道镇区一同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和买卖液化石油气的
行为。

“对全市30处合法液化气经营站点，下发
书面通知，明确要求其杜绝为流动液化气商户
提供经营性气源，灌装超过5个钢瓶以上者，
必须备案登记。”王洪图说，下一步，寿光将
采取定期暗访明察的方式，一旦发现液化气场
站超出资质范围内的充装行为，一经查出，顶
格处罚。

“全面开展气瓶充装单位专项整治活动，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无证充装和充装超检验期的
气瓶、不按技术规范充装、充装气体不合格等
行为，依法查处。”寿光市场监管局正科级干
部郑德森说。

“同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形成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确保社会公共安全。”寿光市公安
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军说。

寿光重拳打击非法倒卖液化气

丈夫受伤卧床十年，刘翠丽撑起一个家

“日子会好起来的”

□记者 单辰 戴玉亮
通讯员 李建忠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22日，在寿光市侯镇李家

官庄农村淘宝服务站，站点负责人李桂玲正在为
前来购物的村民挑选商品。以前村民们买东西要
到城里的商场去，现如今不用出村，在这个农村
淘宝服务站就可以大小货物“一站式购齐”。

在寿光，像这样的农村淘宝站点已经有72
个。其中，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寇家坞四村、侯
镇草碾子村等4个村成为全省首批“淘宝村”。
文家街道王家大庄村、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古
城街道北洛村等多个村级站点销售业绩喜人。

除了农村淘宝站点，寿光市还在国内率先试
点阿里金融、手淘小铺等电商新项目。其中，蚂
蚁金服仅用10天时间就发放网络信用贷款400多
万元，让寿光菜农领略到了“互联网+金融”的
魅力。目前，寿光有5000多种蔬菜、种苗，200
多种土特产、农特产实现上线销售，日订单量达
到3 . 2万份，年交易额达到26亿元，形成了“小
农户”抢占“大市场”、“小产品”扭动“大产
业”的良好局面。

截至目前，寿光电子商务企业达到380家、
各类网络商铺5800家。今年1至7月份，寿光全市
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9 9 . 5 亿元，同比增长
37 . 8%，初步形成了以农村电商、青年电商、企
业电商“三大平台”为支撑，线上线下、境内境
外、农村城市“三路并进”，政府、企业、商
户、商协会“四方共赢”的良好发展态势。

1至7月实现
电商交易额99.5亿元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景坤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22日，潍坊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寿光办事处正式开检。
近年来，寿光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自营进

出口企业及货运代理公司多达300多家，2015年
进出口总额约36亿美元，尤其是宠物食品及饲料
添加剂、木制品和蔬菜出口更是在全省乃至全国
位列前茅。

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认为，潍坊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寿光办事处的成立，可以让寿光企业享受
到“家门口”服务的便捷，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
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了寿光市众多进
出口、货运企业需往返潍坊办理业务的麻烦，降
低了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寿光能办理
检验检疫业务了

□记者 单辰 戴玉亮
通讯员 武国磊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了解到，为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纠正不良交
通陋习和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寿光依托益羊铁路
新上6处“电子警察”，从8月20日起开始抓拍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新增的6处“电子警察”分别位于
宅羊线羊田路铁路道口、宅羊线虾场路铁路道
口、宅羊线羊口太平路铁路道口、宅羊线羊口北
海路铁路道口、宅羊线羊口南环路铁路道口、宅
羊线羊口向阳路铁路道口。新“电子警察”将对
闯红灯、超速、不系安全带、开车接打电话等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据介绍，新安装的“电子警察”投入使用
后，寿光“电子警察”总数将达到86个。

新投用6处“电子警察”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23日，寿光市古城街道弥

清苑幼儿园围墙前的菜园里，向日葵花盘已经压
弯枝干，黄色的丝瓜花盛开，一架架豆角低垂。
“这是我们的幼儿教育基地，孩子们来到这里，
就撒了欢。”弥清苑幼儿园园长刘晓霞说。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农村幼儿园资金短缺、
师资不足。但农村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风
土人情味浓。“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充分挖掘农
村优势，因地制宜，用适合农村幼儿发展的办园
思想和理念，办好农村特色幼儿园。”刘晓霞告
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幼儿对充满乡土气息的布置非
常感兴趣。他们把木桩变成了“平衡木”、“攀
登架”，把秸秆变成了“迷宫”。“在这样的环
境中，孩子们自主游戏，主动探索，其乐无
穷。”刘晓霞说。

据了解，去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弥清苑幼儿
园，在今年7月28日被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

用乡土资源建特色幼教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8月15日至21日，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06 . 47点，较上周
97 . 73点上涨8 . 74个百分点，环比涨幅8 . 94%。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一
是前期频繁的高温降雨天气造成北方蔬菜减产，
产地货源供应紧缺，加之各地收购商纷纷争相抢
购，收购价格连续抬升，导致批发价格居高不
下。二是天气湿热多雨对地产蔬菜的生长影响较
大，供应持续偏紧，价格不断走高。三是伏天即
将结束，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江浙及省内客户蔬
菜收购量加大，助推价格再度攀升。

隋玉美称，目前市场仍以价格较高的外省菜
为主导，预计蔬菜价格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蔬菜价格略有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石如宽 报道
干完大棚里的活儿，回到家中，刘翠丽就为丈夫按摩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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