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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跌”不休，

钢材卖出“白菜价”
从今年年初开始，钢材市场运行低迷，

钢价一直走低，交易持续疲软，部分钢贸
商出现亏损，甚至关门跑路。许多从业者
认为，现在是经营比较困难的时期，钢贸
行业面临洗牌。

“漂流书屋”，

不仅仅是书屋

为了更好地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泰安市救助管理站陆续建立起以“漂流书
屋”为载体的未成年人社区保护服务站，
成为收集社区未成年人信息、了解实际情
况、实施困境未成年人舆情动态监测的重
要渠道。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刘 涛
通 讯 员 石双双 报道

本报肥城讯 11月25日中午，肥城市民李
先生掏出手机，打开“易回收”应用，在线提交了
废报纸回收预约信息。不一会儿，一个地图上显
示距离最近的废品回收工作人员就打来电话接
单。“和打车软件一样方便快捷，现在他们收废
品也赶时髦了。”李先生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如今，肥城市民只要在手机上下载APP移
动终端软件，就可实现废品回收线上预约及线
下上门回收服务功能。这得益于肥城市11月初
刚启用的“易回收”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
据悉，这在全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是首创。

今年62岁的于衍海是肥城的一名“破烂
王”，他过去每天都骑着三轮车穿梭于社区街
巷，寻找废品卖家，数十年如一日。

“以前，我们搞废品回收都是靠沿街吆
喝，一天下来口干舌燥。”于师傅边说边从裤
兜里掏出一个智能手机，“现在好了，在手机
上就能找到生意。我们也成‘电商’了。”

记者看到，于师傅的手机界面上有一个标
有“易回收”字样的应用图标。他轻点了一
下，页面上立即显示流动人员回收、社区站点

回收、市场回收、回收抢单等9个模块，他最
关注的就是“回收抢单”。

“用户的预约订单都存放在这里，谁先抢
上单，就算是谁的。”说着，于师傅便点开此

模块，查看有没有新订单。
“现在用这个软件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

用户会主动给我打电话。”于师傅又点开“流
动人员回收”模块，全部流动回收人员的照片

及联系电话立刻显示在手机屏幕上，他告诉记
者，用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并联系距离他
们最近的回收人员。

借助手机移动终端，于师傅的生意一天比
一天好，“过去是走街串巷碰运气，一天才挣
60块钱；现在在屋里拿着手机等生意就行了，
一天能挣上百块。”

目前，在肥城像于师傅这样在“易回收”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上注册的流动回收人员
有50人，他们全是经过政府部门培训考试取得
从业资格的“正规军”。

软件开发商和运营商——— 肥城易收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为做到公开透
明，在“行情供需”模块，用户可以分门别类
地查询到肥城最新的废品回收价格。此外，卖
废品的钱，用户既可以直接领取，也可以存到
“我的积分”里，用积分换购商品，现在“易
回收”上已有200多种商品可供挑选。

截至目前，“易回收”APP移动终端软件
已有600余名用户注册使用。肥城市商务局负
责人表示，随着“易回收”平台和移动终端的
应用，肥城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已经初步形成
O2O的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流通服
务与新兴服务业态的有效嫁接与融合发展。

■探访省级传统村落④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见 习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王国栋

崔家大院繁华不再

在中套村，有座“崔家大院”。这座大
院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距今已400多年，鼎盛时
建筑面积40亩，房屋200余间，占当时整个村落
房屋数的一半。如今，这些青砖粗梁的古建筑
历经数百年沧桑，只有在雕梁画栋上可以隐约
感受到那时大户人家的气派。

77岁的崔氏族人崔广峰至今仍和老伴住
在崔家大院，在他的家里，老人向记者讲述了
崔家大院的故事。

据《崔氏族谱》记载，明万历年间，崔氏家
族在族长崔曰恭的带领下自现在的济宁市汶
上县李家村迁至此处建村，至今已传七代。经
过数年的经营，崔曰恭成为当地十里八乡有名
的地主，并建造起了崔家大院。

崔家大院分前大院和后大院，前大院分为
若干互通的四合小院，设有前大客厅、书房等，
主要是接待客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后大
院建有二层楼房和若干小院，主要是供族人居
住。

崔广峰说，崔家大院的房子大多用两梁一
柱作为支撑骨架，木梁全部采用粗楠木，大约
两人合拢才能抱过来。架梁的两侧分刻有奔
牛、虎、狼、菊花等精美图案，如今看来仍栩栩
如生。房顶统一用青色小八瓦建盖，质地坚硬
而美观。为防土匪侵犯，崔家大院还建造有寨

墙和跑马场，设有门楼、炮台等，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城堡。随着自卫能力的增强，崔家大院使
得土匪望而却步，保证了来此贸易客商的安
全。

崔家大院随着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而衰
落。“解放后，崔家大院成为东平县的一所粮
站。后来粮站撤销了，崔家大院就被变卖给了
个人。我现在居住的这一出小院子便是当时花
3000元买的。”中套村村民赵庆山说。

接山镇党委书记靳庆新表示，崔家大院具
有明清时期典型的建筑风格，至今仍保存有古
寨墙、石碑7处，古桥3处，古拦水坝1处，古井5
处，具有较高的保护开发价值。崔氏商业历经
数百年而不衰，其间积淀下的尚俭、尚学、尚
商、尚德的精神气质对于后人来说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古柿子树顽强存活

在中套村村西头，有一棵顽强存活了数百
年的柿子树。入冬后，柿子树叶子已经落尽，徒
留墨黑如铁的遒劲枝干，高高地伸向天空，树
干上长有篮球大小的树瘤，树杈上还有几个鸟
窝。

“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获争登场。”陆
游在《秋获歌》中如此写道。一到秋天，柿子树
上便挂满了“黄灯笼”。村民把柿子摘回家后，
经过晾晒做成柿饼当作零食。

说起摘柿子，赵庆山来了精神，他拿起根
棍子对记者比划说，在竹筐上挂个钩子，往树

杈上一挂。人爬上树摘满一筐，就用绳子系住
往下放，树下有人接着。

柿子树承载着村民美好的回忆。赵庆山告
诉记者，在他小时候，每年仲夏时节，柿子树是
村里人乘凉避暑的好去处。男人们背搭一条汗
巾，手持一把芭蕉扇，斜靠在树干上；女人们散
坐在树边，或纳鞋底，或打毛衣，眉飞色舞地说
长道短；孩子们则三三两两地聚在树荫下，玩
泥巴，撒着欢。

这棵古树曾是村民的娱乐场，在生活困难
时期也是“救命树”，每年都能结出不少柿子，
给他们带来一份收入。

“去年夏天有人想出10万块钱买走这棵
柿子树，我们肯定不能卖，这是祖辈留下来
的遗产，我们要世代保护它。”赵庆山说。

□记 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张强
通讯员 陈 萍 报道

本报宁阳讯 “这些年小区供暖，使用燃煤
小锅炉污染很大，每年冬天都弄得小区里烟雾
缭绕。今年县里搞集中供暖，大伙儿都非常高
兴。”家住宁阳县机关北院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据了解，作为今年宁阳县确定的为民要办
的14件实事之一，低温循环水集中供热工程正
在紧张实施中，整个工程完成后，74 . 25公里管网
将覆盖整个县城，供热面积达220万平方米。燃
煤锅炉也将逐渐被淘汰，今年冬天，城区覆盖范
围内的30余座燃煤锅炉将全部下岗。

淘汰燃煤锅炉只是该县实施“蓝天工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实施‘蓝天工程’，目的就是让
老百姓呼吸到清新空气，看到蓝天白云。”宁阳
县环境保护局局长于志大说。

除了淘汰自备燃煤锅炉这个难啃的“硬骨
头”，该县还实施了以植被绿化为重点的“裸地
抑尘”工程。截至去年底，全县森林面积42万亩，
林木覆盖率达38%。

走进县城秀水家园小区，一群鸟儿停留在
树梢上，享受着下午温暖的阳光，老人们在绿树
成荫的道路上悠闲散步，小区内4260平方米的
绿化面积，为居民营造了一个“迷你型”的森林
氧吧。七贤路、金阳大街等道路两侧绿地则通过
见缝插绿的方式，合理密植紫荆、榆叶梅等花灌

木，目前已为裸露土地添绿4万余平方米，解决
了道路“因裸致脏、由露扬尘”的问题。

与小区和道路绿化相比，电力行业脱硝工程
成为整治重点。宁阳县对三家热电企业下达了限
期治理通知，目前，宁阳县金明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泰安华丰顶峰热电有限公司脱硝工程已完成
并投入试运行。泰安华阳热电有限公司为达到2017
年排放标准，脱硝工程采用低氮燃烧加SNCR工
艺，1号炉低氮燃烧已改造完成，11月底脱硝工程
就能全部完成。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山东鲁珠
集团有限公司的水泥脱硝工程也已通过环保设
施竣工验收。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VOCs项目公司投入试运行。

“在控制秸秆焚烧方面，除出台政策、对焚
烧行为进行曝光外，还要注重秸秆回收，提高利
用率，增加附加值。”宁阳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介
绍说，全县积极推广以粉碎还田、青贮、过腹还
田等为主的综合利用技术，将秸秆“变废为宝”。
眼下，伏山镇国能生物发电公司每天可收购300
吨玉米秸秆，辐射周边80公里地区。

此外，从去年开始，宁阳县深入推进“气化
宁阳”工程，辐射13个乡镇的79公里高压燃气管
网、57 . 4公里的中压燃气管网建设工程已经全部
投入使用，随着管网的不断延展，将有更多农村
居民用上天然气，低碳新生活将为该县带来更
多蓝天白云。

淘汰自备燃煤锅炉 为裸露土地添绿抑尘

宁阳“蓝天工程”让百姓呼吸清新空气

“破烂王”摇身变“电商”
肥城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已经初步形成O2O模式

青砖粗梁 雕梁画栋 历经沧桑

中套村：古院古树承载数百年记忆
◆位于东平县接山镇的中套

村，于明万历年间建村，地下水资

源丰富，有深井26眼。因三面环山，

古时定村名为“山套”，后分为上

套、中套和下套三个自然村，有

“东平小盆地”之称。

□曹儒峰
报道

建于明
万历年间的崔
家大院保存完
整，图为崔家
大院前大院偏
房。

□刘涛
报道

 1 1 月 2 5
日，肥城市废
品回收工作人
员于衍海向记
者展示“易回
收”APP移动
终端软件。

□记 者 姜言明
通讯员 王 静 赵振兴 孙庆芳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1月11日，记者来到位于新泰
市新兴路附近的朝阳市场，只见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分别在各自的停车位上整齐地停靠，地面整洁
干净，纺织品、蔬菜水果、熟食等货物整齐摆
放。

新泰市民王风玲说：“以前的摊位都是乱摆
乱放，买东西要花很长时间，四处找寻。现在货
物都按区域分了，不光位置一目了然，货物之间
还有对比性，就跟逛超市一样。”

自2012年以来，新泰市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为契机，集中搞好市场整治和改造，各个市场基
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变，环境秩序发生了明显变
化，为消费者提供了卫生、安全、放心的消费场
所。截至目前，全市共建设升级改造城区农贸市
场13处，设立固定瓜果蔬菜自产自销摊点5处，
取缔不符合标准的农贸市场2处。

在推进市场整治过程中，新泰针对城区农贸
市场由于投资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引起的基础
设施陈旧、经营秩序混乱、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系
列问题，结合各市场实际，新泰制定出台了30多
项制度文件，将市场整治任务细化为8大类50项
任务；对每一处市场从市场整体设计、出入口位
置、摊位设置以及熟食加工户、活禽经营户的室
内设计等方面都拿出改造方案，推行“一场一
案、因场施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的驻场工
作模式，层层落实责任，确保市场建设的每个环
节都有人紧盯死守，构建了工商局督查、工商所
督促、业主落实的责任体系。

在此基础上，新泰市重点打造青龙路市场、
向阳市场等示范市场，组织后进市场及工商所负
责人现场学习观摩，形成先进带后进、后进超先
进的“螺旋式”上升局面，使农贸市场创卫标准
在相互赶超中不断提升、超越。新甫便民市场因
基础设施差、划行规市不到位、占道经营等问
题，最初被确定为C类市场。后来，经过整治，
成效突出，一举成为城区农贸市场整治达标的排
头兵。

为了解决高标准市场建设的资金问题，新泰
市向市场开办者及经营业主认真宣传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重要意义，邀请国家创卫办专家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对市场前景及建设改造市场收益、效
益情况进行分析，激发了21个乡镇市场开办者及
经营业主投资建设改造新市场的积极性。

新泰通天街市场以前是有名的“脏乱街”。
在市场整治中，市场开办单位新甫社区投资300
多万元进行了高标准改造。如今的通天街市场，
刚铺装的彩砖美观大方，整个街道干净整洁，人
气大增。

此外，新泰市不断完善监管自律机制，积极
探索实施长效监管方式。联合工商、食品药品等
市场监管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对市场周
边管理混乱、环境脏乱差的部位进行重点整治，
坚决取缔占道经营和马路市场，巩固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成果；同时，建立业户奖惩机制，在各个
市场设立“光荣榜”与“曝光台”，在业户中开
展“卫生流动红旗”等评比活动，对优秀经营户
及个别经营户违章违法行为和处理情况分别及时
公示，有效促进了市场经营户文明、卫生、守法
行为的自觉养成。

新泰农贸市场

实行超市化管理
目前全市共建设升级改造

城区农贸市场1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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