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2 日，腊月二十八，上午一上
班，按照约定时间，记者来到了位于滨
城区彭李街道的刚投用2个月的北海
社区服务站采访。在宽敞明亮的大厅
休息处，北海花园老干部党支部副书
记史文忠等人已经在等着了。

刚落座，还没展开采访，北海花园
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朱兴昌等老人也先
后赶来了。眼看着人越来越多，朱书
记招呼大家到楼上党员活动室去，“后
续来的随来随上楼参加”。

耄耋之年、古稀之年、
花甲之年，北海花园老干部
党支部三位带头人算是“老
中青”结合

要想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北海花园老干部党支部有三位带

头人，书记朱兴昌今年 80 多岁，耄耋
之年；副书记史文忠，70多岁，古稀之
年；副书记宋云喜，60 多岁，花甲之
年。他们仨退休前都在组织部门工
作，对党建、组织、人事等工作驾轻就
熟，如今宝刀不老，余热生辉。

刚一落座，记者对面的朱兴昌老
爷子就开始“例行”主持座谈会，有条
不紊地介绍起北海花园老干部党支部
成立发展、组织活动，以及入驻社区服
务站等相关情况。

“2011年6月27日，北海花园老干
部党支部成立。”朱兴昌时年77岁，最
初支部共10名正式党员，分别来自区
直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等，如今实有
87人。

朱兴昌颇为自豪地说，北海花园
老干部党支部可算是全市率先成立的
兼合式党支部。所谓“兼合式”，按他

的话说，就是党支部由滨城区委委托
组织部、老干部局，以及彭李街道党工
委联合组建、双重领导，既是区委直属
的特色党支部，正式党员又分别在彭
李街道党工委、北海社区党委领导之
下。

“一个孩子两个娘，不是更幸福
吗？”老爷子一本正经地打着比方，引
来大家会意地大笑。

不等大家收起笑容，老爷子又开
始总结了：“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
为社区的党员服好务，我们的工作态
度是团结、务实、奉献，三个人拧成绳，
赛如一个人，工作中你掉下来的我捡
着。”

这时，坐在记者一侧的支部副书
记宋云喜要求插话。“支部工作开展得
好，除了得益于党员们、老年人们素质
高、觉悟高外，朱书记的表率作用也非
常重要，支部成立 8 年来一直都是无
私奉献。另外，彭李街道党工委派来
的联络员也为支部做了大量工作。”

“生活环境越来越优越，
幸福指数提升，越老越有劲了”

随着座谈深入，陆续有人落座，不
一会儿，就把党员活动室的座位坐满
了。

在座的年龄最大的，当属记者对
面的李宝祥了，今年 93 岁，是一名离
休干部。据他说，建党支部的第一天，
他就报名了。“支部建立后，咱就有家
了，几年下来从未缺席会议，学习上也
是不甘人后。”他笑着说，声音很是洪
亮。

他举了一个党支部为老人们着想
的例子。由于年事已高，平时需要服

用很多药物，春节前夕他怕无处买药、
无处就医，就找党支部书记反映。后
者经过一番联系协调，像李宝祥这样
10 余位老人的燃眉之急就一下解决
了，有需要时社区医生可随时上门送
医送药。靠在李宝祥左边的一位阿姨
笑着说，他活到100岁没问题。

再往左，是今年 80 多岁、两鬓斑
白的王文礼，还算“年轻”。退休前，他
在滨城区政协工作。他说这几年区里
大事多、喜事多，老年人沾上的喜事也
多。新建立的社区服务站，面积大、标
准高、服务项目多。“服务零距离，一个
电话解决很多问题，生活环境越来越
优越，幸福指数提升，越老越有劲了。”

“条件这么好，阎王爷叫也不去！”
一位叫张凤芸的阿姨补充了一句，引
得大家笑起来。

据北海社区服务站站长王艳华介
绍，服务站辐射2个居民小区，774户，
2300余人，党员526名。服务站以“服
务精准化、沟通智能化、项目品牌化”
为工作理念，全力打造“幸福北海、乐
享生活”服务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彭李街道为推进
社区小型化建设，去年12月利用1个
月时间，打造了上下两层、占地900多
平方米的北海社区服务站。服务站以
家门口式服务为目标，为社区居民提
供健康查体、老人配餐、公益服务等服
务项目，同时配置了阅览室、红色影
院、舞蹈室、书画室等功能场所，为居
民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搭建了平台。

退休职工赵阿姨连用
两个“太需要了”表达对建
立服务站的感想

座谈接近尾声，大家陆续离开，去
参加各自喜欢的活动项目。有一位阿
姨手持袖珍小本端坐着，看来她有话
要说。

“王记者，我还有话说，想表达一
下我的心情。”今年 80 岁的赵淑文阿
姨，说话声音响亮，在其他人畅谈的时
候，记者就注意到她在随身带着的小
本本上认真地做着记录。

退休前，她从事侨务工作。“战时
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找组织，现
在我们退休了，党组织生活也有归宿
了，感到非常温暖非常幸福。”

老太太的一只腿装的义肢，行动
不便，可是支部活动一次不落，每天都
来服务站“报到”。由于腿脚不便，她
平时就在一楼看书、抄书，这次费了不
少劲，才来到二楼党员活动室。

“在家里坐不住，来了就坐住了，
再好的物质享受也弥补不了精神空
虚。”她连用两个“太需要了”表达对建
立服务站的感想，“我觉得建立社区服
务站，既是雪中送炭又是锦上添花。”

据了解，老太太的女儿在大城市
买了房，想接她去养老，她不愿意去，
说是离不开北海社区服务站。“这里对
老年人太有诱惑力了，有机会得让女
儿过来亲自看看。”

她订阅了3 份杂志、1 份报纸，还
喜欢抄书，平时先在站里抄，回家后再
誊写到一个精致的本子上。她最近正
在抄写的是《习近平用典》，“一条条地
抄，打算留给后代看”。

“以18岁的心态过好每一天，满怀
信心地迎接建国70周年。”这是头发已
经灰白的赵淑文阿姨的新年愿望。

“一线城市的大房子也不如服务站里舒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光磊 通讯员 夏玉忠

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这
一天，回收废品的郭国民师傅像往
常一样开着自己的六轮小货车穿梭
在市区大街小巷。

郭师傅今年54岁，家住滨城区
彭李街道张课家，做废品回收生意
已经有 30 多年时间。他的小货车
能载重三吨，忙时一天能收满三四
车。多年来，郭师傅积攒了不少老
客户，“每天都有打电话找我的，根
本忙不过来。”郭师傅笑着说，“平时
我都是一个人出来忙活，老伴在家
照看孙子。年底这段时间活比较
多，前两天老伴也跟着我出来了。”

只要有客户招呼，郭师傅便带
着自己的家伙事儿出门。小货车
上，电子磅、蛇皮袋、塑料绳是他工
作的“标配”。每到一户人家，郭师
傅都要把这些“标配”随身搬着。

“如今人们的日子都往好里过，
家具什么的淘换得真快，辞旧迎新
嘛。你看我这电子磅，一年前还是
杆秤呢。”郭师傅笑呵呵地告诉记
者，从前自己用杆秤时，大多数卖家
都不太会看重量，如今换了电子磅，
废品重量一目了然。

“废纸、箱子六毛一斤，报纸一
块！您来看看秤！”在一户人家，郭师
傅麻利地将折好的废品分类装入蛇
皮袋，吆喝主人家自己看秤、算账。
熟识的老主顾都知道，郭师傅朴实憨
厚，不计较蝇头小利，用个时髦点的
词来形容就是“佛系”。比如这次，废
品一共29元5角，郭师傅二话没说就

给了30元。其实，郭师傅的钱包里毛
票不少，不过这几毛钱的零头，他向
来是不大计较。郭师傅说：“我不大
会用微信、支付宝啥的，不过我知道
现在的人都不大装现金，没零钱我也
很理解，几毛钱的事我也不吃亏，就
不给人添麻烦啦。”

郭师傅不只收废纸，冰箱、电
视、洗衣机等家电也都收。“佛系”的
他忠实客户不少，在这一家收拾东
西的工夫，就有三四个电话打来“邀
请”他。近处的，郭师傅就顺带着过
去，不顺路的他就跟对方说好时间，
到时电话联系。跑一趟买卖多大，
郭师傅并不计较。有时大老远跑过
去，可能就是零星的一点废品，郭师
傅也不沮丧。只要有电话打进来，
郭师傅基本都是“有求必应”。用郭
师傅的话来说，“大生意小生意都是
生意，客户找我是信任我，我也不能
让人家失望。”

郭师傅不只“佛系”，还很勤
快。卖家说好哪些废品需要处理，
他二话不说就自己拾掇好，从不让
他们自己动手。人家要帮着搭把
手，他往往也是先拒绝：“不用不用，
别沾手啦，我来就行。”接着，他便麻
利地装袋、称重、结账，顺手还会给
卖家清洁整理一下。

“今天下午还有两家找我的，收
完了今年就先‘放假’啦。正月初
五、初六接着开工。”将打包好的废
品扛上小货车，郭师傅准备去干农
历年前的最后两单生意……

收废品的郭师傅
用“佛系”性格赢得客户信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朱兴芳

对于滨城区很多居民来说，位
于市中街道的高杜农贸市场不可或
缺，他们家里的生活必需品都在这
里置办。曾经，高杜早市规模庞大，
经常造成道路拥挤。如今，这片市
场已经改造完成，环境大大改善，原
来在周边的流动摊贩也进入专门区
域经营，马路集市被彻底取缔。

2 月 1 日，腊月二十七，记者一
走进高杜农贸早市，年味儿扑面而
来，各种新春挂饰琳琅满目，红红火
火一片，越往里走人就越多，摩肩擦
踵十分热闹。

“来来来，看看我这儿的新疆大
枣，多好，皮薄肉多，蒸年糕、熬枣
饭、做花样馒头都很好啊！”打从高
杜农贸市场规划好，老董一家就经
营着这间杂货铺，红枣、小米、干果、
包括冻带鱼都卖着。“一进入腊月，
家家户户都开始备年货了，现在都
腊月二十七啦，都是附近村民，能优
惠就优惠呀，最后两天了，新疆大枣
以前都是十几块钱一斤，现在都十
块钱一斤卖啊！”摊前，老董一边忙
着称大枣一边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另一边，老板娘也没闲着，客人
正挑着冻带鱼，50 元、60 元、70 元、
80元一盒，四种价位，“客人一般选
的也就是60元、80元两种价位的。”
老板娘边扎着包装盒子边说。记者

看到，老董的摊位前一直不断人，客
户纷纷挑选着自己需要的年货，而
老董两口子也忙得不亦乐乎。

与老董家一样，临近春节，高杜农贸
早市上各家店的生意都越发火了起来。

在相邻的一家水产店门口，老
板迎来一批又一批买鱼的客人。“这
条好，这条也不错，再来两条鲫鱼
吧。”短短 2 分钟，店里就成功卖出
了2条草鱼和2条鲫鱼。老板笑着
告诉记者，平时，他每天只进400斤
鱼。春节前这段时间，他一天要进
1000 斤左右，灰鲢、青鱼、白鲢、草
鱼、鲤鱼、鲫鱼等都卖得不错。

除了鱼，过年当然少不了肉和
菜。记者看到，不少市民都在肉铺
前排队买肉、灌香肠。一位排队的
阿姨说：“腊月二十七啦，该灌上香
肠了，不过也不打算灌很多，现在生
活好了，想吃肉天天都能买得到。”

相比干果、水产摊前的络绎不
绝，菜摊上倒显得冷清了许多，卖菜
的阿姨也表示，蔬菜销量与平日里
相差不多，但价格却是普遍上涨。

此时，香油摊前的阿姨很热心
地把记者拉过去，后面石磨还转着，
香气扑鼻。阿姨说：“你看看我们这
小磨香油，寓意也很好呀，这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呀！”她爽朗的笑声感染
着这片热闹的早市。

高杜农贸市场
年货“全乎”飘香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宋静涵

2 月1 日，腊月二十七，记者来到
位于滨城区市西街道彩虹湖综合农贸
市场的宝儿两枚手工馒头坊。一进
屋，记者就看到红色的金鱼、金色的小
猪、黄色的刺猬，一个个形态可掬、惟
妙惟肖——这些都是店里制作的花样
馒头。

店主赵园园介绍，春节前店里新
制作了“新年快乐”“花开富贵”“金玉
满堂”三款花样馒头组合产品，一经推
出就收到了大量订单。整个腊月里，
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赶制产品。赵园
园说，今年春节的订单量非常大，销售
量较去年春节相比翻了十几倍。随着
网上代理销售业务的开通，花样馒头
不仅在滨州及各县区销售，还卖到了
浙江、上海、青岛、泰安、潍坊等地。今

年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泰安，定制卡
通馒头 15000 多个，十几名工人两班
倒约一周时间可以完成。“今年吸取了
去年的教训，提前接受预定，做好计
划、准备，即便春节期间订单量非常
大，也确保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任
务。”赵园园说。

然而，这样一家初具规模的馒头
手工坊，在 3 年前只是一个小到不起
眼的店面，那时的赵园园也只是一个
在家带孩子的母亲。照顾孩子期间，
喜欢烹饪的她在家里为孩子变着花样
做各种好吃的，其中就有花样馒头。
有一次，她将制作好的花样馒头分享
到微信朋友圈，没想到，这些五颜六
色、造型不一的馒头深受大家喜爱。
这也引起了赵园园的思考，何不把这

份喜爱变成事业。于是，她开始在家
尝试小规模制作花样馒头并销售。后
来，随着顾客越来越多，她索性开了一
家小店。

说起创业过程的艰辛，赵园园记
忆犹新。几年前她生意失败，赔得几
乎血本无归。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亲
朋好友们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顾忌
到她的自尊心，闺蜜、朋友、同学纷纷
以入股的形式支持她、鼓励她，这才凑
齐了资金，将店开了起来，说到这里，
赵园园内心充满了感激。然而，只有
店面是远远不够的，跑销路成了新的
挑战。起初为了跑销路，她得骑着三
轮车挨个酒店去推销，遭受冷眼、被拒
之门外是家常便饭。

尽管创业之路并不平坦，但赵园

园从没想过放弃。遇到困难咬咬牙挺
过去，压力大了就一个人大哭发泄一
下。就这样，3年过去了，当初小小的
馒头坊如今已初具规模，目前，宝儿两
枚手工坊已申请了品牌专利，现有加
盟店 3 个，还有一批线上代理。馒头
销路好，每个月销量稳定。

说起宝儿两枚手工馒头坊下一步
的发展计划，赵园园告诉记者，新的一
年将计划开设手工培训学校，为想要
学这门手艺的人提供教学培训。在产
品方面，将推出私人订制产品，店内将
根据顾客的设计理念和需要设计专属
产品，且让顾客参与制作。此外，还将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将更大的精力投
入到产品的研发上去，增加产品的种
类，为顾客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全职妈妈转型蒸馒头 花样丰富受市场欢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婧雨

“终点站到了，感谢您乘坐本次
班车，请您带好行李物品，从后门下
车……”2月3日下午五点十五分，伴
随着公交广播中温馨的女声提醒，
几位乘客带着行李陆续下了车，走
时还不忘朝驾驶座喊一声：“杨师傅
明年见啊！”驾驶座上，杨振龙师傅
微笑着摆手示意：“明年见，明年见！”

最后一位乘客下了车，距离下
一次发车还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杨师傅拿起车上的笤帚，随手打扫
起卫生来。这是他每次到达终点站
后必做的事，今天杨师傅打扫得格
外认真。“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坐车回
家过年，我更要让乘客们全程都舒
心！”杨师傅笑着说。

45岁的杨师傅是滨州公交公司
的一名职工，驾驶的是 30 路公交
车。据他介绍，自己跑这条线路已
有近五年时间了。30路车连接滨城
区富泽商贸街站到惠民胡集铝电宿
舍站，全程有近 50 个站点，跨越滨
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
县，车程一个多小时。

杨师傅家住双湖家园。30路车
早上第一班是六点，如果赶上这个
班次，杨师傅五点就要起床。每天，
杨师傅要跑四个往返，一个白天的
时间几乎都在车上、在路上。中午
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杨师傅也没工
夫回家，一般就在快餐店里简单地
吃点包子解决午餐。大年初一、初
二、初三三天，杨师傅还要继续值
班。“春节期间班次少了些，没有那

么忙了。”能回家吃上午饭了，杨师
傅很满足。

“杨师傅，这个扫码付款怎么整
啊？”“师傅，我去xx办事处，在哪站
下最近啊？”“杨师傅，是不是改时间
了，末班车几点？”……面对乘客们
的种种问题，杨师傅总是不厌其烦
地耐心解答。常年跑一个线路，杨
师傅对经常坐车的乘客都比较熟
了。杨师傅回忆，有一次，一位乘客
上车后就靠在车窗旁睡过去了，过
了几站，杨师傅喊起他问道：“你是
不是下一站下车来着？”这位乘客如
梦初醒，到站后道着谢下了车。

“我们做服务行业的，顾客就是
上帝。要对上帝负责，也要对得起自
己的良心。”这就是杨师傅朴素的价
值观。有老人孩子或孕妇上车时，杨
师傅就会通过扩音器喊一声：“大家
给老人孩子让个座呗！”遇到腿脚不
便的老人或是带着大件行李的乘客
时，杨师傅总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尽量提供帮助。“都不容易，遇事
不要冲动，等一等，让一让，大家互相
理解下，生活更美好。”杨师傅说道。

发车时间快到了，杨师傅要去
铝厂宿舍门口接上下班的铝厂职
工。杨师傅介绍，随着工厂规模的
扩大，现在的站点离工厂有些远。
为了方便几十位铝厂职工乘车，每
天下午五点四十班次的 30 路车都
要拐个弯去接上他们。

笑着和记者打了招呼后，杨师
傅开始了今天的最后一次返程。

公交车司机杨师傅：

“等一等让一让，生活更美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朱兴芳

“零头就不要啦，都是街里街坊。”
2月2日上午，在滨城区胜利花园小区
沿街房的修氏百货超市里，“掌柜”修
鹏飞和顾客暖心地聊着。“鹏飞这孩子
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人踏实、心眼又实
诚，他的货让人用着放心，街坊们都喜
欢来这里买东西。”一位 70 多岁的老
人笑呵呵地说。

1968 年出生的修鹏飞是地地道
道的老北镇人。1989年，他高中毕业
后进入工厂机修车间成为了一名工
人。工厂破产后，他开始经商，先后卖
过鱼，开过音像厅，卖过保健品，开过
小饭桌，给影楼洗过照片，在热力公司
干过巡检员……后因身体状况无法干
重体力活，又拾起了老本行——开超
市。腼腆的他在记者面前细数着自己
干过的“职业”，竟有十几种。

百余平方米小超市内货
品齐全，进货渠道严格把关

年前正逢各超市生意火爆之时，
让记者颇感意外的是，修鹏飞的超市
内却比较冷清。“现在，大型超市的烟
酒糖茶类货品都搞促销，且货品充足，
能实现‘一站式’购物，而我经营的超
市邻近小区、位置偏僻，且周围有相当
一部分工程施工人员和生意人都回乡
过年了，生意反倒不如平时了。”修鹏
飞的眼神中透出些许失落。

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看的出
来，本指望年关底下生意能兴隆些的
他，此时失落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当记者问到他都卖些什么货品时，
他又像个孩子似地来了兴致——

“有多少品种我自己都说不好，反
正从针头线脑到名贵烟酒，各个价位
的货品店里都有，基本能满足顾客所
需。看，连花生、瓜子等干果类‘年货’
我都备全了。”看着自己精心置办的满
屋子的“宝贝”，修鹏飞自信又欢喜。

“如此多的品种，进货渠道怎么
办？质量如何把关呢？”记者问。

“刚开始干时，进货渠道是个问
题，一般小型超市，供货商是不会主动
找上门的，只有等合作过一段时间或
超市经营到一定规模后才给送货上
门。初期，我都得亲自一样样地货比
多家，左比右对才确定供货方。但人
家有个条件，就是不能拖欠货款，必须
当场结算。”

“超市内的现有货品，全都是结算
清的，换句话说，压的全是我自己的本
钱。”

修鹏飞一番话，让记者有些出乎
意料。如此粗略估算一下，他自行垫
付的资金得有十几万元。

“经营的烟草类货品，需到当地
烟草专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计量器
具也要定期到技术监督部门检验，还
有就是得特别注意供货方所持有的
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件
是否齐全，以及食品类商品的保质期
等等……”

采访间隙，送货师傅搬进了一大
箱鸡蛋，修鹏飞立即起身去查看蛋源
的质量……

薄利多销“养”买卖，挣
得虽不多但离家较近，能及
时照顾上父母

“像这些针头线脑的小东西如今已
不大好买，因为几乎没有利润，采购琐
碎，还得亲自购置。但，家家户户都离
不了它，我会尽量备足货，不能因为它
不挣钱就不进货了。”“别家有的我有，
别家没有的我也要尽量有。在质量有
保证的前提下，用足够全的货、用微薄
的利润把买卖‘养’起来。”……修鹏飞
念叨着自己的生意经，这个看上去体型
宽大的中年男人，有着一颗细腻的心。

1998年，胜利村第一批“城中村”
改造时，修鹏飞和父母在同一小区内
分别分得一套住房，而他的修氏百货
超市就在小区大门口旁边。

“挣得虽不多，但从家到超市只需
三四分钟，父母年事已高，如有需要我
能及时赶到，这是我最欣慰的。”修鹏
飞说，好在父母身体康健，生活完全可
以自理，不用自己过分操心。不仅如
此，在修鹏飞出门提货时，母亲还能下
楼帮其照看照看超市。

彼此照顾，彼此安心。或许，这对
于父母和子女来说就是最幸福的生活。

患心梗后无法从事重体
力劳动，决定重拾老本行经营
超市，靠人品“养”出好生意

在外人眼中，开超市是件比较轻
松、自由的活，无非就是结结账，缺货
时打个电话要货。听了修鹏飞的一席
话，记者才明白并非如此。

“超市早晨7点开门，一直到晚上
10 点左右，夏天都得到深夜 12 点左
右，每天工作至少 15 个小时以上，其
实很‘熬人’，虽然偶尔能在沙发上躺
躺，但一天下来还是疲乏得很。重一
些的体力劳动我又做不了，身体状况
不允许。”修鹏飞说。

原来，修鹏飞于 2010 年 1 月 8 日
患过心梗，在心脏左前、右后位置置入
2 个支架。自此，他不能再从事比较
重的体力劳动。出院后，他时刻都在
考虑自己以后该怎么办，才四十出头
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养老”的日
子吗？不！坚决不！

思来想去，修鹏飞还是觉得干超
市可行，说起来也是拾起了“老本
行”——早在村改造之前的老房子里，
他就开过“小卖部”。想法一提出，父
母和爱人是不同意的，后来经不住他
的“思想工作”，只好接受。

几年下来，因为修鹏飞人品好、做
生意实在，真的“养”出了买卖。每天，
他总会忙里偷闲，和来往的“主顾”谈
天说地，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妻子也忙着自己的一
份“工”。白天，夫妻二人各自忙碌，晚
上聚到超市内一起有忙有闲。可以
说，乐观的修鹏飞用勤恳的双手“点
亮”了幸福生活。

分 别 时 ，修 鹏 飞 友 好 地 托 记
者给广大读者朋友致以新春的问
候……

店面不大但品种齐全 挣钱不多但离家较近 时间虽长身体还吃得消

超市“掌柜”靠人品“养出”幸福生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程海莉

看着自己精挑细选的看着自己精挑细选的““宝贝宝贝””，，修鹏飞打心眼儿里喜欢修鹏飞打心眼儿里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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