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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愚公魏养富 □记 者 王世翔 方 垒
通讯员 赵 坤 秀 美 报道

年逾七旬的魏养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陡峻的山岭间跋涉。 许多来帮忙的村民与魏养富一道，默默地在荒山上付出着。

魏养富定期查看树苗长势，及时扶正浇水，山上栽种的每一棵苗都倾注着他的心血。

“昨天又去南京买了3500棵松树幼苗，是我一棵棵亲
手挑出来的，11个小时连夜跟车运回来。”种下苗，夯实土，
浇透水，年逾七旬、双鬓斑白的魏养富老人看着这淡淡的
翠绿，略带血丝的双眸中满是期许。“自己选的苗，成活率
会高些。”

魏养富祖籍邹城市张庄镇魏家口村，从兖矿集团纪
检干部岗位退休的他，本该享受着颐养天年的安逸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回到家乡，在一度荒凉的连青山下
当起了植绿护绿的“当代愚公”。

“绝对不行！”2003年底，魏养富听说有外地人想要包
山建墓地，立即表示反对：连青山是老祖宗留下的家业，
如果租给人家当了墓地，我们将是千古罪人！

当天晚上，魏养富失眠了。他认为山是村里人的根，
只有山上种满了树，山才能滋润起来，村里人的日子才能
红火起来。可村集体家徒四壁，不出租山峦也别无他路。
思前想后，他作了一个大胆决定：村里把荒山包给我，我
负责找人搞绿化。

2004年1月，魏养富郑重地和魏家口村村委会签订合
同：承包两座荒山，计1600多亩山岭地。他向村委会立下了
军令状：争三保四不要五(年)全部绿化完。栽上四季常青
树，不准私自砍伐。

村民私底下嘀咕：包山是个无底洞，何年何月才能有
收益啊？老魏放着好日子不过，净干这出力难落好的事。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魏养富却毅然开始了自己的荒
山绿化事业。包山第一年，他在山上植树10万棵，修路10多
里，手头10多万元花光了，还欠了20多万元的债务。

就在他最缺钱的时候，有个外地商人找到他，当场表
示要给他500万元，条件是合伙在山上开发墓地，后续还有

“拿大头”的利益分成。
“我承包山峦就是为了不让这座山当墓地，钱再多也

买不了我的心。”魏养富断然拒绝了。
他在山下租了20多亩育苗地，又在山上培育了5万多

棵雪松，为了守住这片山林，魏养富决定出售树苗，以山
养山。

“连青山其余十几个山头3000多亩荒山后来也被我承
包过来，共计5000多亩的荒山面积。”手头稍稍宽裕的魏养
富又将资金投入了荒山。“2015年，给孩子留着买房子的60
多万元也被我‘挪用’了——— 用来建了塘坝，解决了几百
亩山地的自流灌溉。”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魏养富白天黑夜地忙碌在山
上。在挖塘坝、植树、修路的紧要时节，他常常和员工一起
忙碌到下半夜……魏养富的辛勤付出感动了周边的村
民，附近八九个村的村民赶来帮他植树，甚至不计报酬。
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植树成活率达到90%以上，连年名
列邹城第一。

5000多亩山地种树200多万棵，修路40多公里，建塘坝
4座，蓄水池8个，投入上千万……连青山绿了，老魏穷了。

“人不能忘本，我对连青山和乡亲们有割舍不断的感
情。”凝望着欣欣向荣起伏盘亘的山岭，魏养富若有所思，

“下一步发展旅游，希望村里人过上好日子，也希望更多
的人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先挑水
保古树，树苗
旱 死 了 咱 再
栽。”干旱时
节，魏养富和
大伙拼尽全力
让 古 树 喝 上
水，而没来得
及抢救的数百
棵雪松苗却干
涸而死，损失
惨重。

劳 动 间
隙，简单填饱
了肚子的魏养
富与村民们商
议如何提高高
处树苗的成活
率。

眺望着生
态日益改善的
连青山，魏养
富无比欣慰。

因为天气
和供水条件限
制，会有树木
旱死，这是魏
养富最不愿看
到的事。

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杜店街道办事处，有一个以制作
豆腐而闻名的特色村——— 香坊王村。香坊王原来有个称号叫
“豆腐王”，村里做豆腐的有十几家，名闻十里八乡。村民
王学福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于现代工艺，传统方法制作一次豆腐、味道纯正、
营养价值高，但是用时长、产量低。如今，王学福依然坚持
使用传统方法来制作水豆腐，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王学福
还是想把这传统手艺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人吃到记忆中的
美味。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家祖上三代都做手工豆
腐，这个手艺我不能丢。”王学福说。天冷时，豆腐易保
存，一天能做两包。天热时，一天只能做一包。做完以后，
王学福还要走村串户地叫卖，大半天才能卖完。在驻村“第
一书记”刘志刚的帮助下，王学福的豆腐走进了周边的超
市。每天，王学福只需要往超市定点送豆腐就行了，“没想
到我做的豆腐还能进超市，让更多人吃到，我更有动力坚持
把传统水豆腐做精做好，做放心豆腐、良心豆腐！”

豆腐销路有保障，祖传木梆子没有了用武之地。

进了超市的传统手工豆腐，颇受欢迎，每天都供不应求。

千斤顶压豆腐的时间有讲究，王学福早已掌握了诀窍。

王学福夫妻俩一块做豆腐。

柴火煮豆浆，做出来的豆腐才鲜美.

泡好的黄豆需要研磨两遍，可不能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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