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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韭菜洗净，稍微沥干水分，切碎，倒入
打散的蛋液中，加少量盐，用平底锅慢慢煎至
两面金黄，香嫩可口的韭菜鸡蛋饼就做好
了。”寿光市食品安全协会会长李培基说。

“这只是独根红韭菜韭青部分的做法。韭
青就是我们平时叫的韭菜，而韭菜植株实际上
每年可产韭青、韭黄、韭薹三种产品。它们形
态不同，口味不同。”寿光市原蔬菜局副局长
刘明杰说。

寿光栽培韭菜历史悠久，早在1500多年前
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清代《寿光县
志》中更是有“诸菜中唯韭为绝品”，“寒腊
冰雪，便已登盘，甘脆鲜碧，远压粱肉”的记
载。正是这种远胜肉食的品质，寿光韭菜在当
时成了向朝廷进贡的上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寿光农民根据当地
的气候特点、栽培习惯等，经过多年选育形成
了独特的地方品种，称为马蔺韭。数代寿光人
对马蔺韭不断提纯复壮，从中选出了性状不同
的品系，其中品质最优的当属独根红韭菜。

刘明杰的老家是寿光文家街道先锋营村，
这里祖祖辈辈种植韭菜。在寿光统一规划的万
亩韭菜地里，先锋营依然是中心。刘明杰从上
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韭菜种植。1990年，他提
纯复壮的独根红9-1品种，经过了国家技术鉴
定。

“比起它的祖辈，该品种品质更佳，在零
下9摄氏度低温冻僵后，仍能恢复生长。毫不
夸张地说，这种韭菜是世界上最好的韭菜品
种。”刘明杰说，去掉根和鳞茎，最大植株重
60克，亩产韭黄可达上万斤，亩产韭青一两万
斤。开花后的韭薹，割下来丈量，有的竟然长
达1 . 4米，为世界之最。

2013年，独根红韭菜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其地域保护范围为寿光境内包括侯镇、
洛城、圣城、文家4个镇及街道的219个村。

“普通韭菜一般株高50-60厘米，单株重
30—40克，而独根红韭菜植株高大、直立，通
常株高在70-80厘米，单株重达50克左右。”
刘明杰说，独根红韭菜比普通韭菜叶片肥厚，
呈浓绿色，普通韭菜呈淡绿色。

在侯镇草碾子村东，有个富康庄园，这里
种着纯正的独根红韭菜。这是为保证独根红韭
菜原种能够传下来专门建的种植基地。

“独根红韭菜还有一个别名，‘四色
韭’。节令不同、温度不同、栽培方式不同，
会令它呈现红、绿、黄、白4种色彩。为了保
证这么优秀的品种长远发展，必须有专门的选
育基地做保障。”刘明杰说。

“在这个庄园，寒冬腊月出韭黄，味道鲜
嫩脆辣。切成3到5厘米的长段儿，淋上香油和
酱油一拌，直接吃很有味道。”李培基说，或
者炒鸡蛋炒肉做汤，都有独特的风味。

然而这么好的美食，却在一段时间内有着
不好的名声。由于韭菜招蛆，菜农曾使用剧毒
农药。“毒韭菜”的坏名声，让人们一度不敢
食用韭菜。经过大力治理，韭菜重新赢得消费
者喜爱。如今，寿光的韭菜种植，多用牛粪、

豆饼等有机肥，种出来的韭菜不仅好吃，而且
营养价值更高。

富康庄园种植的韭菜，经农业部食品质量
检测中心(济南)检测，16项指标全部合格，拿
到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A

级产品证书，创出了中国韭菜第一品牌。
现在，寿光独根红韭菜开始走品牌路线。

富康庄园将其产品定名为“寿光独根红贡
韭”。春节前，独根红贡韭上市，叶似翡翠，
茎如白玉，1公斤能卖到60元。

独根红韭菜：寿光的世界之最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5月9日，修改《西浊北村志》第十编，
整理装订《中国档案》、《山东档案》，下午
学习刘云山讲话……”葛怀圣的记事本上，记
录着每天的工作。

“每天把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作记录，
这是从事21年档案工作的职业病。”葛怀圣告

诉记者。
1986年从中国海洋大学物理系应用电子专

业毕业，在寿光县委机要科干了7年后，1993
年11月葛怀圣调到寿光市档案局工作，从此跟
文字打起了交道。

一下子转到档案部门，葛怀圣有些措手不
及。“当时自己很年轻，整天扒拉档案，觉得
枯燥无味。一开始不愿意，天天想着走，但被

逼无奈，就开始查阅档案、研究党史、史志
等。”葛怀圣说，这些基本功为自己做好整档
工作、研究寿光历史夯实了基础。

1995年，潍坊市农村建档工作开始在寿光
试点。当年4月至1997年10月，寿光市农村建
档工作在田柳镇展开。

“挨个村铺开，一个村不落。一开始跟着
别人学，1996年底我开始着手研究农村档案工
作整理方法、步骤，形成文字，于2003年编辑
出版了《基层档案工作指南》一书。”葛怀圣
说，2003年至今，每年还会拿出两个多月的时
间到村里指导档案工作，尽量保留农村有凭证
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资料。

圣城街道北关社区文书赵国森告诉记者，
各村的文书到片上集合，由葛怀圣及同事指导
他们进行分类、抄目录。“我们带着文书档
案、会计档案，他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教我
们，并帮我们装订、用线缝起来。整理好后我
们带回各村，这些档案对村里的换届选举、查
找利用提供了很多便利。”赵国森说。

2008年开始，葛怀圣对民国版《寿光县
志》进行点校。原来的版本是文言文，繁体
字，无标点，无段落，不易理解，他就用简化
字表现出来，2011年5月正式出版。

葛怀圣工作起来不要命，爱人王来芳感触
最深。“天天和死文字打交道，他的视力严重
下降，右眼从1 . 2降到0 . 2，左眼从0 . 4降到
0 . 2，书出版后因为腰疼还在中医院住了20多
天。”王来芳有些抱怨地说。

85岁的孙仲春是寿光的历史文化专家，葛
怀圣经常到他家里请教。编《民国版<寿光县
志>点校本》时，隔几天葛怀圣就到孙仲春家
里跑一趟，找资料，问问题。

“他热爱历史，肯下苦功夫，在寿光历史
研究界是佼佼者。”孙仲春评价葛怀圣。

1999年开始，葛怀圣开始编制《东西南北
寿光人》，先到乡镇村里摸情况，然后发信
件、打电话给当事人，加深了这些游子对家乡
的情感，对寿光的招商引资和对外联络起到了
重要作用。

今年3月5日，吉林四平的刘禹打通了葛怀
圣的电话，让帮着找自己的老家“刘家坡”。
葛怀圣通过咨询老同志、查找《寿光县志》等
途径，确定这个村就是现在的青州市何官镇刘
家坡。通过这种方式，葛怀圣帮很多人在寿光
甚至潍坊找到了“老家”。

73岁的张华光是寿光市侯镇泊头子村村
民，从2012年开始联系葛怀圣，想弄一个家
谱。“在他的帮助下，我已经找到寿光20多个
村的泊头子张氏家谱。”张华光告诉记者。

葛怀圣说，能为社会提供点有价值的信
息，能把一段时间的寿光历史完整记录下来，
自己就很知足。

到目前为止，葛怀圣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与
档案有关的文章246篇，主编、副主编《东西
南北寿光人》四辑、《民国版<寿光县志>点
校本》、《侯镇志》、《基层档案工作指
南》、《寿光历史上的今天》、《寿光历史人
物》等，参编《天南地北潍坊人》、《潍坊企
业家名典》等书17部计930万字。

葛怀圣：事无巨细记“春秋”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都松军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海洋与渔业局获

悉，今年寿光被确定为全国4个海洋防灾减灾综合
示范区之一，省海洋与渔业厅同潍坊市海洋与渔业
局联合，在寿光开展海洋防灾减灾日宣教活动。

在5月10日至16日防灾减灾周期间，寿光通过
在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开设专栏专题及组织专家报
告、举办专题展览、现场宣教、张贴海报标语、印
发科普读物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活动，介绍
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防范处置海洋灾
害能力的重大政策措施和重要工作进展。同时，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向
社会公众普及逃生避险基本技能。

寿光被确定为

全国海洋防灾减灾

综合示范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侯志明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墨龙无缝钢管产

品成功通过欧盟PED认证。这是墨龙继API会
标认证、阀类产品CE认证后又一国际性产品
认证，成为墨龙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的又一关
键利器。

PED是欧盟成员国就承压设备安全问题取
得一致而颁布的强制性法规，目的在于为压力
设备提供一个法律架构。产品通过认证后，可
不必通过欧盟各成员国当地的权力机关批准就
能在整个欧盟进行制造和销售。

墨龙无缝钢管

通过欧盟PED认证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吕晓菲

“从什么也没有，到现在有稳定客户和办公场
所，我们踏实了。”这是思创科技3名创始人张春
晓、赵希平、马文奎创业2年来的感受。

张春晓，1989年出生，会计专业。赵希平与马
文奎都是1990年出生，计算机专业。2012年大学毕
业后，他们同在寿光一家网络公司实习。在沟通
中，发现有共同爱好，3人决定合伙创业。2012年
底，在马文奎家中，3人凭着3台电脑，思创科技起
步了。

创业初期，别人问公司在哪儿，负责跑客户的
张春晓挺尴尬。说在小区办公，对方不放心，信任
度低。不说吧，不好交代。

一开始张春晓骑着电动车，一户户地推销微信
业务。面对微信这个新事物，哪怕是想做的人也不
会轻易表现出来，只是说再联系再联系，然后就没
有了下文。

2013年6月，张春晓谈下一家蛋糕店。蛋糕店
利用他们开发的微信公共账号做人气大比拼活动，
参与者享受优惠，吸引了众多人关注。尤其是团
购，最多的一天有几百个，最少的一天回复也有50
个。在第二个月，蛋糕店的微信平台上就有5000多
人次的回复，并且逐渐递增。按照微信10%的转换
率，蛋糕店的客户比较可观。

一个成功的案例为思创带来更多的机遇。“不
用我们自己说，客户就帮着我们宣传了。”张春晓
说。

有个健身会所，在微信上以粉丝拉粉丝，一个
月增加了6000多粉丝。在活动启动第一天，对方在
下午时还抱怨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到晚上10点，
粉丝突然增加了2000多。第5天，增加到1万人。马
文奎说：“在线下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参加，客户很
快认识到这种活动模式的优势。”

在一次活动中，共青团寿光市委的工作人员认
识了张春晓，让思创帮其开发微政务平台。

距离微政务平台上线前的半个月里，马文奎每
天都忙到凌晨2点。现在该平台已运行2个月。根据
权限，相关信息可即时上传共青团寿光市委平台，
一键即可分享到下面各个团组织。“一键发送，在
手机上即可操作，在全国首例。”马文奎说，这个
软件，他们研发了半年时间。

不做“一锤子买卖”，思创注重后期服务。
“想要什么功能，我们都能在微信上开发出来，可
以实现私人定制。”马文奎说，思创虽然是个小团
队，但注重服务，在微信公共账号附加了很多功
能。

现在，思创每月有3万元的成交额，除去房
租、贷款、设备费用外，已能维持正常运行。

2013年12月，3人买了辆20多万元的车“装门
面”。“有的客户非要看看我们怎么来的，骑着电
动车不大像样了。买车，也是让客户看到我们的实
力。”张春晓说，完全是贷款，每个月还贷8000
元。

创业路上有很多困难。即便是全国青年创业贴
息贷款，办理起来程序也很繁琐。本来按照政策，
可以贷款10万元，但他们3人都没有结婚，名下也
没有资产，只能贷5万元。“经历了很多手续，找
了5个担保人，用了4个月才贷下来。”赵希平说，
“家里可以支持，但我们要靠自己。”

虽然创业刚起步，思创已经感受到人才的紧
缺。“寿光编程人才非常少。刚毕业的学生，实战
能力弱，大学里学的东西与实际应用有出入。”马
文奎说，在寿光招聘合适的编程人才很难。

现在，赵希平、马文奎每天都在学新的编
程知识，有时候直接去浏览国外的开源网站，
里面有各种专业人士的奇思妙想，给他们很多
启发。

在今年的寿光菜博会上，思创展示了他们
开发的微信业务。种大棚的、搞农资的、搞育
苗的都来咨询，这让年轻的创业者们看到了希
望。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5月31日，我们要代表村里到市中心
音乐厅参加周末群众大舞台节目演出。准
备了京剧和广场舞，这几天只要有空就一
起排练。”寿光市营里镇益隆道口村“文
艺之家”演出队负责人孙仿亮告诉记者。

孙仿亮年轻时是道口公社的义务放映
员，爱拉二胡也爱唱戏。“后来我接了父
亲的班到海化当工人，退休后又拾起了年
轻时的爱好，组建演出队。”孙仿亮说。

说起演出队的发展历程，孙仿亮说，
5年前就是零散的几个人凑在一块拉拉二
胡唱唱京剧，直到去年3月份文艺队整合
完成之后，才有了京剧、广场舞、流行歌
曲等多种表演形式。

“市文化局去年给我们配了10万多元
的文艺器材，镇上用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
我们扶持。现在演出队有30人，配套设施
完备，锣鼓、打板、二胡、音响等全都

有。”孙仿亮说，演出队还在原来的道口
镇区租了8间房子，有办公室、器材室、
排练室，方便队伍组织活动。

除平时自娱自乐外，演出队还经常参
加镇里、市里组织的文化活动。

“2013年8月的营里镇第一届群众文化
节、今年正月十四的营里镇庆新春文艺汇
演都参加了，表演了京剧《钓金龟》、
《锁麟囊》以及广场舞。队里的孙俊香获
得了2012年寿光市‘诚达杯’京剧大赛二
等奖。”孙仿亮说。

单景芝是“文艺之家”演出队广场舞
队的领头人。“我们现在有10个人跳广场
舞，主要是地里活儿不忙的时候从电脑上
跟着学的，再就是寿光市的‘双百双千’
人才培训工程也派人来教。通过一起学一
起跳一起参加比赛，我们这些姐妹们娱乐
了身心，也培养了情谊。”单景芝说。

益隆道口村党支部书记孙九浩介绍，
村里去年修建了一个东西64米、南北52米

的文化广场，设有健身器材、篮球场、乒
乓球台等，2013年4月开始使用。

“我们全村有650口人，每天晚上到广
场上活动的人很多，有跳广场舞的、有打
篮球的、有打太极的，有老人，也有孩
子。”孙九浩说。

82岁的孙润卿带领的太极拳队伍有10
个人，“队伍成员年龄都在60岁以上，男
女都有。以前在自己家里打，文化广场建
成后，我们就来这里，场地更大。广场上
还有大灯，晚上这里很亮堂。”

2013年5月，益隆道口村自创了歌曲
《益隆新歌》，由孙九浩、孙云成作词，
村民孙仿赟演唱，并拍摄了MV。“村里
的景象——— 弥河、果园、麦收场景、文化
广场、卫生室、超市等都囊括其中，作为
村庄发展的过程记录下来，村民们都很自
豪。”孙九浩告诉记者。

2013年，益隆道口村被评为寿光市文
化建设先进村。

益隆道口：敲起锣鼓唱起歌

■寿光好味道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葛怀圣近照。

5月14日，寿光组织开展了“寿光好人”免费参观菜博会活动。菜博会门票由菜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免费提供，20多名“寿光好人”享受贵宾
待遇，由导游跟随一路解说。

据了解，2013年寿光开展了“寿光好人”建设活动，目前已推选出各类好人近300名。

“寿光好人”免费参观菜博会
□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3人公司

微信上打开一片天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父母年纪大了，子女要常给父

母洗洗澡”、“定期给老人零花钱”、“带老人出
去旅游，散心”……5月11日，寿光开展“孝德24
条”标准征集活动以来，引发市民热议，活动已收
到上百条信息。

子女如何做才是孝？退休教师刘建华发来的10
条标准中，没有物质标准。“现在我市老人吃穿基
本不愁了，所以要更多地关注老人的精神世界。”
刘建华称。

在企业上班的李广利则认为，及时了解父母的
需求很重要。

寿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秉华表示，在市民充
分讨论的基础上，寿光将制定新的“孝德24条”标
准。

“孝德24条”标准征集

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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