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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尹延鹏 文妍捷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9月9

日晚上，央视12频道《热话》栏目就播出了90

后夫妻汪伟、张尹蒸馒头创业的故事。这对

“网红”创业者，再次引起普遍关注。

1992年出生的汪伟与1995年出生的张尹，

并不认为自己是“网红”，但是他们店的馒头

确实颇受当地人欢迎。

“我要3块钱的馒头。”“给我来2块钱

的。”……9月5日上午9点40分，位于茌平县贾

寨镇的菏泽呛面高桩馒头店开店仅40分钟，摆

出的两大框馒头，便被来往的居民买空。张尹

又从屋内搬出新出锅的馒头。“汪伟去村里的

代售点送馒头了，得送到11点多才能送完。”

张尹回答。

虽然已经被多家媒体采访过，但张尹仍有

些害羞。“如果想要采访，还是等汪伟回来后

说吧。”说完，张尹便开始为蒸下一锅馒头作

准备了。

记者在等待汪伟的过程中，发现张尹始终

没有闲着。又一锅馒头蒸好了，张尹在婆婆的

帮助下，将馒头一屉一屉地取下，然后装入早

已备好的大白筐中。9点50分许，一辆箱式三

轮车停在店外，张尹见状，便开始将一筐筐馒

头往店门口拖。原来，在村中送货的丈夫汪伟

送完了第一波馒头，回到店里装馒头。“每天

得把馒头送到20个村的代销点，一天不送客户

就得打电话来催。”汪伟边说边往车里装馒

头，来不及与记者多谈，便急匆匆地上车赶往

下一个村送馒头了。

在馒头房的外屋，汪伟、张尹夫妇两岁的

小女儿，乖巧地在一边独自玩耍，见妈妈从身

边经过，也是偶尔往妈妈身边靠一靠，随即便

被姥姥抱到一旁。

看着这么小的孩子孤独地蹲在地上，不哭

也不闹，记者觉得心里有些酸酸的。“这么小

的孩子应该都吵着找爸爸妈妈吧？”在馒头

房，记者对张尹说。正在擦拭笼屉的张尹抬起

头，随之又低头盯着笼屉擦了起来，“我们俩

每天都很忙，基本没有时间陪孩子，她也就习

惯了。”

提及孩子，张尹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她

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做准

备，和面、醒面、蒸馒头……等一切都准备妥

当，汪伟便往村里各代销点送馒头，而自己则

要在店内继续蒸馒头、卖馒头、收拾笼屉等。
“很多时候早饭都来不及吃，午饭也是随便吃
些。夏天天热，不愿意吃饭，就买个西瓜，吃
完赶紧接着干。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吧，等吃
完晚饭，打扫完卫生，还能陪陪她，10点多就
到睡觉的时间了。”

在上海打工期间，来自临沂市郯城县的汪
伟，与来自江苏连云港的张尹相识并结为夫
妻。如今，汪伟、张尹夫妇生育了一儿一女，
儿子今年5岁，因为要上学，便由汪伟的父亲
带回老家，女儿则待在父母身边。

“怀上老二时，我们才有了创业的想法。
如果靠我们打工挣钱，养活两个孩子总是困难
些。”张尹告诉记者，打定了创业的主意后，

汪伟便找到了自己在济南长清认识的一位蒸馒
头的老师傅，想要拜师学艺。看到汪伟肯学肯
干，不怕吃苦，汪伟的师傅不仅将自己制作菏
泽呛面高桩馒头的技术倾囊相授，还为夫妻二
人在选店面、创销路方面出了不少力。

聊着聊着，时间已过11点，汪伟送完货回
到店中。他举着杯子“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
水，方才舒了一口气。“一会儿旁边的中学放
学，每天店里最忙的时候，就是中午和下午学
校放学的时候。”汪伟说。

“每天这样连轴转，难道就没想过给自己
放个假，休息一下吗？”“肯定有啊，但是一
旦休息，代销点的货源就断了，他们就得打电
话催了。而且我们也担心一旦放松了，就提不

起这个劲头了。”汪伟笑着说，“之前店里也
招过几个帮忙的，但都嫌太累没多久就不干
了。”

“想要生意红火，不踏实肯干怎么行。”
张尹告诉记者，她身高1米6，体重100斤。刚开
始，她与人合作，连5个装满馒头的笼屉都抬
不动，现在一口气抬七八个不成问题。“笼屉
多重没算过，但每屉馒头大约得用12斤半的
面。”

“既然为人父母了，总要为孩子想想。”
汪伟说，2016年11月份开店至今，他们的贷款
已经还清了，现在兜里也有了结余。“努力干
活总得有个目标来支撑。除了给孩子们攒钱，
我还想买辆车。”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90后小夫妻靠蒸馒头登上央视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附近居民前来购买汪伟（左一）张尹（左二）夫妇蒸的馒头。

□孙亚飞 赵丹珠 报道
本报阳谷讯 阳谷县在开展“大走访、大排

查、大整改”遍访贫困对象活动中，紧紧盯住问
题导向，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把实情摸上来、问
题找出来、整改办法拿出来，为今年基本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打牢基础。

该县制定了《阳谷县开展县乡村三级书记遍
访贫困对象行动实施方案》，8月15日召开了全
县重点工作推进会议。8月19日，阳谷县又召开
了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听取了各乡镇
（街道）“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改”遍访贫困
户行动安排部署及进展情况，并进一步对行动进
行安排部署。

压实走访人员责任。要求各乡镇（街道）组
织好各级书记、帮扶责任人，认真开展走访、排
查和整改，落实好走访人员、村级扶贫专职的责
任，谁走访、谁签字、谁负责，对走访发现与系
统、扶贫手册不一致的信息，乡镇收集汇总做好
台账，如果以后各级检查督导，再发现信息不准
确的问题，对各级帮扶责任人、村级扶贫专职主
任进行问责。

强化督导督查。阳谷县专门下发通知，要求
各乡镇（街道）务必认真如实记录各级书记、帮
扶责任人在遍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问题要到户
到人，要有解决的措施、计划，并分别以村、镇
为单位做好问题台账。同时，县大督查委员会19
个重点工作督导组将对各乡镇（街道）遍访情况
进行督查检查，对发现贫困户存在问题，而遍访
人员没有查摆出问题的乡镇、遍访责任人，进行
全县通报，进一步压实走访人的责任，通过责任
的压实，促进走访活动摸底实、问题实、措施
实，脱贫成效实。

阳谷县遍访贫困户

压实责任求脱贫实效

□孙亚飞 高博 报道
本报茌平讯 “今儿天气不错，俺也出来跟

大伙聊聊天。”9月5日，杜郎口镇辛代张村“五
保”老人辛云城，坐在新轮椅上，开心地和乡亲
们拉起了呱。

辛代张村党支部书记辛国之介绍，辛云城和
老伴没有子女，去年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今
年春天，辛云城骑着自行车去赶集，由于车闸失
灵，连人带车一同栽倒了水沟里，两条腿摔断
了。从此卧床在家，难以出门。

在扶贫工作“大走访、大整改”活动中，辛
代张村扶贫干部杨云东，发现这一问题后，把辛
云城的情况及时上报管区及镇扶贫办。在镇扶贫
办的帮助下，通过茌平县爱心众筹平台，为辛云
城申请了一辆自助式轮椅，解决了他的“出门
难”问题。

众筹平台

情暖“五保”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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