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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 茜

初冬时节，走在莱芜市大桥路上，一阵

凉风吹过，金黄色的法桐叶纷纷散落，地上

像铺了一层金色地毯，既诗情又画意。

但在两年前，大桥路两边全是白杨树，

漫天的杨絮空中乱舞，行人眉头紧锁，手捂

鼻子，行色匆匆。

杨絮满天飘，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不便，

也引发了诸多议论。莱芜市人大常委韩金来

在一次市人大常委会上递交了《关于变更白

杨树树种的建议》，核心内容是：“优先更

换大桥路树种”。

《建议》向市委、市政府递交后，引起

了分管副市长的关注，专门邀请韩金来详

谈，一番商讨后，副市长将《建议》批转主

管部门。不久，政府文件下达，大桥路两侧

的白杨树全部更换成法桐树。群众拍手称快。

能给市长当“参谋”，是因为韩金来作

为山东金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常

年与城建打交道。

韩金来是土生土长的莱芜人，1984年，

他带领26名建筑工人到淄博市张店区包工

程，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韩金来说：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公司的概念，大家都是

个体户。”大家都闷着头挣钱，很少对政府

事务发声。大家都觉得“干得再好再大，说

话也没力度。”

1993年，按照《公司法》章程，金来集

团进行系列改革，健全体制机制，韩金来成

了公司董事长。

在商界中摸爬滚打的韩金来，在与政府

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民营企

业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家的地位也越

来越高。”

作为一名民企企业家，韩金来不止一次

向市里递交对各行各业各方面的看法和建

议，有的被采用，有的被拿到会议上研究探

讨，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少见。同时，身为

省个私协会副会长，韩金来以“直言敢言”

著称，他时常在会议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希

望通过一己之力为民企发展铺路垫石。

韩金来说：“我们企业家说话，政府愿

意听，进而改进工作，这让我们企业家感受

到了自己的分量和责任。”

2012年9月，韩金来反映土地证、房产证

办理难的问题，得到了分管副市长的高度重

视。市领导在批示中指出：“请相关部门分

别对不同年代注册登记的企业各选10家，对

‘两证’办理情况作出调查分析，提出工作

建议。”最终，莱芜市成立了相应机构，利

用半年时间集中办理企业“两证”遗留问

题，为大批企业解决了“卡脖子”问题。

新时代的到来，民营企业迎来了又一个

春天。今年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

我们自己人。”这番话，让韩金来感慨万

分：“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的坚决落

实，‘亲’‘清’的政商关系构建起来，我

们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到

了一个最好的时候。”

民企老板韩金来成政府部门“座上宾”———

“我给市长当参谋”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刘大伟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五龙庄村三山围

绕，景色优美。由于山场面积大，这里家家

户户种植花椒树、柿子树等经济果木。村民

们养成了“靠山吃山”的传统，经商做买卖

的比较多。
11月7日，立冬，寒意初显。一大早在村

民亓曰海家门口，一辆满载干花椒的货车正

整装待发，忙中偷闲的亓曰海拍摄了一段10

秒的小视频，发在了手机微信朋友圈。“每

发一车就拍个视频，习惯啦。这一车货3万

斤，是发往浙江杭州的。”老亓一边操弄手

机一边说，“做买卖做到今天，全靠诚信二

字。”

亓曰海今年46岁，之所以很多人都叫他

老亓，是因为他从事这个行当快30年了，已

经在四邻八乡有了一点儿知名度。如今，老

亓有了一家自己的小企业——— 宏业花椒购销

有限公司，每年的干花椒走量40多万斤，是

村里最大的花椒购销户。

这些年，依靠党的富民政策，亓曰海越

过越富，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生意人“诚

信赢天下”的理念，却时时牢记心中。

在亓曰海家客厅的西墙上，至今挂着

一个老杆秤，每当经营上遇到困难时，他

就会拿出来擦拭一番，提醒自己做买卖要

“提杆秤高”，对得起秤杆上的每一颗定

盘星。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亓曰海的父亲

就在本村开供销社代销店。耳濡目染下，亓

曰海也有了一点儿经商意识。初中一毕业，

亓曰海就开始跟着父辈学习做买卖。这一时

期，“万元户”的出现刺激着农民经商致富

的梦想。1992年，20岁的亓曰海也开始了自

己创业的“职业生涯”。这一年，父亲送给

了他一杆100斤的老杆秤。

几年后，亓曰海靠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

了一辆三菱摩托车，花椒收购也逐渐走出了

高庄。2001年，亓曰海又换了一辆三轮柴油

车，生意越做越大，老杆秤却失了宠，亓曰

海换上了千斤磅秤。

这一时期，莱芜市被命名为“中国花椒

之乡”，伴随莱芜大红袍花椒在全国的知名

度越来越响，老亓的花椒生意也是越做越

顺，先后突破10万斤、20万斤、30万斤大

关，交通工具也由三轮变四轮、六轮，买卖

从全市到全省再到买全国卖全国，秤也从老

式磅秤换成了电子秤，而那个老杆秤正式被

弃用打入“冷宫”。

进入新时代，电子商务风也刮到小山

村，老亓的经营理念也有了新变化。2016

年，这一年老亓的花椒生意卖到了40万斤，

他开始学习通过中国花椒网、花椒论坛以及
10多个微信群做起花椒生意。

“如今坐在家里，操控手机就可以做全

国的买卖。”老亓自豪地说，“中国有花椒

的主产区，我基本都去过，俺的生意基本上

实现了买全国卖全国。”

这才没几年，老亓新买的电子磅秤就很

少“外出走动”了。老亓说，这几年伴随互

联网营销理念的盛行，他几乎不再外出收购

零散户的花椒，除了收购本村和周边村的散

户花椒，他都是通过手机和网络同全国各地

较大的散户直接收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计量方式，从

老杆秤到磅秤再到电子秤，变化的是工具，

不变的是诚信公平，科技无论怎么变化，秤

所代表的诚信精神不能丢。”老亓认真地

说，作为个体户，心中要有杆秤，这杆秤就

是秤杆上的准星，衡量着一个人实在不实

在。

如今，老亓家的杆秤已经“下岗”了，

变成挂在墙上的“文物”，但诚信经营心中

那杆秤却永远常在。

见证个体经济迅猛发展的杆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老亓家的杆秤“下岗”了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王 飞

从1998年到2018年，从欠债20万元到借出
20万元，这其中，对于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大
王庄镇大下河村的赵同生来说，变化不可谓
不大。

赵同生今年60岁，是大下河村肉鸭养殖
业的产业带头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大
多数农村家庭一样，赵同生靠务农为生。改
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的潜能得到激发，在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赵同生内心也萌动着
出去闯荡挣钱的想法。“那个时候都说‘不
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看着别
人挣钱心里馋得慌，我也想出去试试。”赵
同生说。

1984年，赵同生去济南当起了“地排
车”工人，每天拉着3页楼板走19公里的路
程，一趟能挣4块钱，靠着下苦力，他挣到了
第一笔工钱。1995年，生姜行情正旺，赵同
生拎着一杆秤只身去天津干起了生姜批发的
生意，因为不懂分析市场行情，盲目地大量
囤货后，便碰上了1998年姜市的寒冬，姜价
的猛跌不光让赵同生赔光了积蓄，还欠下了
20万元的债务。

带着一身债，赵同生回到大下河村，因
欠巨额债务而成了村里的“名人”，稀疏的
柳条门前，站满了前来要账的债主。然而祸
不单行，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打击，后来妻
子和父母接连去世，让赵同生跌进了人生的
最低谷。

2002年，大下河村响应政策，与养殖企
业合作，发展起了家禽养殖业，成立了当
时全市规模最大的肉鸭养殖场，18位村民成
了养殖户，赵同生是其中一户。从零开
始，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解决销路，村
里不仅通好了水电，修好了道路，还帮忙
建起了两个鸭棚，赵同生从1000只鸭子起
步，边学习边摸索，从此开始跟鸭子打起
了交道。

从一开始低效率的全人工喂养，几年的
工夫开始转为简单的半机械化操作，赵同生

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每年都能有几万元
的收入。

2017年，莱芜市畜牧养殖业推行“以奖
代补”政策，以奖励形式鼓励养殖户改用粪
便无害化设备。当年秋天，赵同生就率先完
成了全自动化设备改造。“粪便经过过滤槽
进入地下管道，再经过三级过滤池，转化为
苗木地肥料，正好就成了旁边这几十亩果园
的肥料，解决了养殖粪便污染的问题。”

同时，赵同生带头成立了肉鸭养殖合作
社，吸纳了20多名社员。合作社不仅为社员
们提供资金、技术上的帮助，还能及时对市

场行情进行分析，使社员们实现利益最大
化。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其中一家养殖厂投
资2000多万元，占地60余亩，年利润达到50
多万元。同时，赵同生与村民一起成立了“抓
鸭服务队”，40多位村民成了“抓鸭能手”，为周
边多个城市提供合同鸭出栏服务。

如今的赵同生不仅还完了那20万元债
务，借给其他社员发展养殖业的资金也已达
到了20余万元。赵同生感慨：“20年前，做
生意全靠自己一股子闯劲，难免吃亏。现
在，有好政策扶持，有伙计们帮着，不挣钱
都难。”

20万元，20年———

姜“债”鸭“还”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 虹

11月10日，莱芜市莱城区繁华的花园南
路，58岁的孙式武正在金利来服装专卖店的
茶室里饶有兴致地听儿子孙英亮讲最新潮的
“3D立体服装店”。

“你去逛服装店，再也不用麻烦地一件
件试穿衣服，只需点一下屏幕，衣服就自动
飞到你身上。这样省下了换衣服的时间，顾
客可以轻松尝试更多款式。”孙英亮说。

孙英亮口中所说的这项“黑科技”叫
“魔幻试衣”，来自阿里巴巴自建的首家体
验型智慧商业购物中心——— 亲橙里。这个位
于杭州的大型体验馆颠覆了传统的销售理念
和模式，除“魔幻试衣”外，还有“刷脸消
费”“零负担购物”“AR导购”“千人千
面”等新技术。

这些全新的理念让孙式武大开眼界。
“时代发展太快了，我们快跟不上社会的变

化了，得向孩子学习。”孙式武说。

孙式武做服装生意已有34年时间，可以

说是老行家。34年前，在家务农却连温饱都

解决不了的他狠心卖掉老家唯一的一头

猪，换了200元的启动资金，离开祖祖辈辈

生活的农高区方下镇孙封丘村老家，进城

谋生。

他从做童装生意开始，勤奋地练摊，卖

力地倒货，慢慢积累了“第一桶金”。从摆

地摊到在商场租柜台，从自己销售普通童装

到和集体性质的商贸公司搞联营，销售品牌

服饰，孙式武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成了

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个体工商户”。

2001年，适应市场的需要，孙式武成立

了亿安经贸有限公司，开始走高端服装路

线。靠诚信和品牌，孙式武积累了大半生的

宝贵经验。

然而，孙式武并不想把这经验传给儿子

孙英亮。“年轻时候创业，吃了很多苦，盼

着儿子长大后，能干份稳当体面的工作。”

孙式武心里是这样想的。

孙英亮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2007年大

学毕业后，他考进了中国银行，成了一名白

领。4年后，又考入了上海总部的中国银行国

际银行结算中心。可就在大家艳羡不已时，

他却弃“官”从商，回家创办起自己的珠宝

公司和品牌女装店。

“父亲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我希望能

像父亲一样，靠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喜欢的

事业。父亲教导的理念永远不会过时，但新

时代的我们，更需要创新。”孙英亮说。

如今，父子两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更多

的是探讨如何让传统的服装生意插上科技的

翅膀，如何积极主动地策划线上线下活动。

父子相约，找个时间去杭州亲橙里亲自体会

一下。如果可以，在自家店里也试用一项新

科技，让更多顾客可以亲身体验时尚购物的

感受。

传统服装生意邂逅新潮科技理念———

老行家向儿子求教“黑科技”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15日，莱芜市食安办向社会

公布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及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进展情况。截至目前，10个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已经有6个项目基本完成，其余4个也分别完成90%
以上的工作任务。

据了解，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是今年莱芜市
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包括改造提升10个农
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创建80家农药经营示范
店、对50所中小学食堂实施透明厨房改造等10个项
目，涉及市农业局、市畜牧兽医局、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教育局等5个部门。

今年以来，莱芜市以深化“食安莱芜”建设、
创建食品安全城市为抓手，积极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今年完成10个

餐饮质量安全提升项目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任雯雯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日，从省科技厅传来佳
讯，经推荐申报、专家论证、考察公示等程序，山
东山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选首批山东省科技
教育基地。

科教基地是科普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是指依托教学、科研、生产、传媒和服务等资源
载体，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特定科学技术知
识传播普及和科技成果展示体验等功能的机构。

山歌食品传承古法木榨糊香花生油制作技艺，
是我省唯一花生油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歌食品公司入选

首批省科技教育基地

□通讯员 王俊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13日，莱芜市莱城区花园学

校小学部的水塘边，3名小学生盛装表演民族舞
蹈，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观看。

据了解，莱芜市莱城区花园学校以“出彩花园
人”活动为抓手，组织各班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从9月份开始已演出30余场，学生们在小小
舞台上表演歌曲、相声、小品、乐器演奏、朗诵等
精彩节目200余个，直接参与演出的学生达600余人
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点亮学生人生
梦想，为学生“出彩”提供了最好的舞台，成为校
园靓丽的风景线。

花园学校为学生

提供“出彩”舞台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刘坤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7日，在云南临沧举办的第
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由山东华友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分别与钢城区委宣传部、钢城区文化体
育新闻出版局联合摄制的《坚守》《爱心车队》两
部微电影，均荣获该电影节“金海棠奖”大国工匠
单元微电影奖。

据了解，《坚守》取材于钢城区庙子村莱芜梆
子庄户剧团的演员们坚守传统文化，使剧团重新焕
发生机的故事，剧中演员均由剧团演员演出，字正
腔圆的老梆子唱腔唤起了无数人的记忆。《爱心车
队》则讲述了钢城区爱心车队司机们无偿帮助肾衰
竭瘫痪病人的故事，表达了在当今社会这个大家庭
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的氛围。

两部作品获亚洲

微电影艺术节大奖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王军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1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在长沙举办。在本次交易会上，莱芜东兴源食品有
限公司出品的卖姜翁红糖姜茶荣获本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金奖产品。

本次农交会，莱芜市组织了山东万兴食品有限
公司、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莱芜利和庄园等
单位参展，并通过开展产品品鉴、品牌推介、产销
对接等活动，宣传推介莱芜特色农产品的独特优
势，打造“莱芜生姜”的金字招牌及代表农产品品
牌形象。

莱芜生姜产品

获国际农交会金奖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亓曰海正在查看收购来的花椒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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