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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日本株式会社京果
食品与莱阳日松食品有限公司签署
协议，双方以莱阳昌阳果蔬合作社
的2000亩示范基地为依托，合作建
立“调理食品合作示范基地”。

这不是莱阳这家民营企业与日
本企业的第一次合作。2010年8月，
莱阳日松食品有限公司就是中国第
二批输日冷冻菠菜企业之一。京果
食品选择日松，源自高永伟，这位
1987年生于莱阳市照旺庄镇后发坊
村的年轻人。

7月24日，记者在莱阳市日松
食品有限公司见到了高永伟。“从
爷爷辈开始，家里就从事蔬菜食品

加工，所以打记事起，我就对这些
不陌生。”高永伟笑着说。

11年前，高永伟还是一名海军
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村支书的
一句话，让他决定回家乡。“老一
辈太保守，你这大学生点子多，有
没有办法让企业的产品出口，带动
更多乡亲就业致富！”多年后的今
天，高永伟仍记忆犹新。

高永伟认准了食品加工。大四
实习那年，高永伟偷偷跑去潍坊金
椿食品有限公司，在车间一线岗位
当一名冷冻蔬菜加工工人。“之所
以选择潍坊这家企业，主要是他们
出口做得好，还有自己的生产基

地，特别符合村支书说的那些标
准。”高永伟说，在企业实习期
间，他还参加了北京中安信举办的
BRC关于食品加工质量安全方面系
统的培训，最终获得BRC内审员证
书和虫鼠害内审员证书。

“他这个性格随我，倔！越是
不让干的越要干好。”高永伟的父
亲高日松说。

高永伟回乡后，先进入父亲的
莱阳日松食品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工
作。当时公司规模不大，工人20余
名，还不具备完善的食品安全检测
技术，更别说出口了。

“大概花一年的时间，我利用
自己之前学习的知识，逐渐完善了
公司的食品安全体系，建立了自己
的蔬菜农药残检测实验室。”也就
是在这一年，高永伟帮助公司通过
国家质检总局的推荐拿到了日本厚
生劳动省冷冻菠菜注册，使公司成
为中国第二批输日冷冻菠菜企业之

一。随后，高永伟从检测中心调到
品质保障部，参与公司品质管理。

2016年，高永伟开始担任公司
总经理，全方位主管公司。在他的
努力下，公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出口额突破500万美元，在日
本客户中获得好的口碑，先后参加
阿联酋、日本、法国等多地的食品
展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企业出口成功了，高永伟也没
有忘记“带动更多乡亲就业致富”
的初心。2017年，他成立了昌阳果
蔬合作社，按“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带领村民种植蔬
菜，并在附近十个村搞起蔬菜初加
工点，助力乡村振兴。

在日松食品有限公司，记者见
到了每天都准时来拉蔬菜的前发坊
村村民王召林。他告诉记者，村里
的设备都是企业给提供的，他们只
负责蔬菜冷冻初加工，然后再运给
企业，这种方式赚了加工费不说，

还带动了20余位村民的就业。
“我们在莱阳本地先发展了

2000多亩果蔬合作种植基地，在河
北发展1000多亩土豆和牛蒡种植基
地，在内蒙古有2000多亩彩椒种植
基地，在黑龙江发展了2000多亩南
瓜种植基地，建立了横跨四个省的
果蔬种植产业链条。”高永伟介
绍，合作社与当地农民签订果蔬订
购协议，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通
过教授他们种植技艺，提供了2000

多个就业岗位。
通过多方面的布置，日松食品

有限公司完成了从种植到生产最终
到销售的产业链布局。高永伟表
示，去年，为了更深入发展蔬菜深
加工业务，公司与日本企业合作组
成研发团队，陆续开发出20多款速
冻食品和10余款调理食品，大大优
化了产品出口结构。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李梦 王海涛

大学生返乡，小村开拓出海外市场
与日企合作开发出20多款速冻食品和10余款调理食品

8月1日，在枣庄市山亭区水
泉镇杨庄村花椒基地，东南大学
的两名大学生满今润（中）、张
合龙（左）向村民了解增收情
况。当日，东南大学2020暑期社
会实践小分队来到杨庄村，开展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环境整治
等项目的调研活动。他们进田
园、入农户，丰富了暑假生活。

（刘明祥 摄）

8月1日，青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宋代点茶”项目传承人黄
裕晴，向当地益都师范附属小
学、西苑小学的小学生传授赏茶
技艺。自7月以来，黄裕晴免费
举办了三期培训班，教小学生学
习端茶、倒茶、喝茶和敬茶等基
本礼仪以及我国茶文化。

（王庆和 摄）

小学生学茶艺

大学生做调研

“俗话说：百日床前无孝
子，但是跃进做到了，虽然他不
是我的儿子。”在郯城县马陵山
景区肖家村，瘫痪在床的肖丙伦
感慨地说。

盛夏的马陵山草木葱翠，在
村头的半坡上，有一个干净利索
的农家院。今年44岁的肖跃进在
院里院外忙活着。“奶奶照顾了三
叔一辈子，她去世前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我三叔，她走了，照顾三叔
就是我的责任。”肖跃进说。

肖跃进腿脚不利索，夫妻俩
都有残疾。本来生活就艰难，为
什么担起这个责任呢？“都是残
疾人，他的痛苦我能理解。”为
了更好地照顾三叔，他把8岁的
儿子托付给了老父亲。

肖跃进的三叔肖丙伦10多岁
的时候，一场莫名的“怪病”缠
上他。此后的几年越发严重，最
终在他18岁那年倒在了床上，再
也没起来。从此肖丙伦的母亲黄
秀英悉心照顾着瘫痪儿子。

在马陵山一带，黄秀英母子
俩的故事让人动容。奶奶对三叔
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深沉的

爱，深深影响着肖跃进。2015年
黄秀英去世后，肖跃进接过了奶
奶的接力棒。到现在独自照顾三
叔也已经5年。

由于常年卧床不起，肖丙伦
整个身体僵硬得像一根树干，每
天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照顾
这样一个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的
人，困难和压力一般人很难想象。

每天早上，肖跃进在家做好
饭端来喂三叔，之后自己再吃，
一日三餐顿顿如此。肖丙伦咀嚼
功能退化，太硬的饭吃不了，大
米、面条、稀饭是他的主食。天
气炎热的时候，肖跃进还要给三
叔擦擦身体。肖丙伦睡在一张医
用护理床上，天气好的时候，肖
跃进直接把床推出去让三叔晒太
阳。除此之外，还要打扫庭院，
陪三叔说话，把三叔当父亲一样
照顾。

“我觉得我都可以申请吉尼
斯世界纪录了。”肖丙伦很乐
观，“你看看我，在床上躺了40

年竟然从未生过褥疮，世界上恐
怕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杜娟娟

7月25日，笔者在烟台市蓬莱
区刘家沟镇乌沟苗家村山地果园
采访，发现十余棵百年苹果古
树。其中一棵最大的古树有130年
树龄，主干胸围2 . 3米，一个侧枝
胸围 1 . 3 米，另一侧枝胸围 1 . 1

米，三大侧枝水平向外延伸，树
冠东西长9 . 2米，南北长11 . 7米，
树高6米 (右图）。古树品种原为
大国光，40年前在新枝上嫁接了

红富士。3年前，这棵古树每年套
3000多个果袋，单株产量达1600

斤。为了减少树体负荷，2020年
套袋减少到2600个。专家称，苹
果树的寿命一般为50年左右，130

年树龄实属罕见。
在这片老果园左侧山下，有

一座130年的小楼房，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白灰挂墙，青瓦罩
顶。据乌沟苗家村89岁的老人苗

存盛回忆，百年古树、百年小楼
的主人叫苗慎五，是民国时期有
名的大地主兼商人。19世纪末，
苗慎五买来苹果树幼苗，栽在村
里的山岭和河边滩地，种植面积
24亩。这片果园原归蓬莱园艺场
所有，前几年流转到元峰果业公
司名下。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观浦
季兴禄

奶奶走后
他接力照顾瘫痪三叔

蓬莱这棵苹果树130岁了，
比平均寿命多活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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