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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有个“萝卜村”，品牌叫“子孙”
文/片 本报记者 冯荣达

人力市场搬至莱山

办事流程记者为你解答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鞠平 实习生 吕志慧) 近
日，有市民反映，烟台人力资
源市场新搬了地方，部分硬件
设施还未到位，一些办事流程
也不太清楚。29日，记者来到
搬迁后的烟台人力资源市场，

由工作人员为读者一一详解
办事流程。

烟台人力资源市场工作
人员邱先生告诉记者，烟台人

力资源市场搬迁之莱山区府
后路二号。一楼是就业服务
大厅，主要是办理个人业务；

二楼是招聘洽谈大厅，是主
管招聘的。就业服务大厅中
包含59个窗口。据了解，01-

05是职业介绍，06是劳务引
进，07-08是职业介绍，09是
劳务派遣，10-17是创业服
务，18-26是就业登记，27-31

是社保补贴申请，32-40是劳
动事务代理，41-46是失业保
险，47-48是退休复核，49-53

是收费处，54-55是失业金发
放，56-59是档案管理。市民如

果需要办理相应的手续，需首
先找到相应的窗口编号。

据工作人员李小姐介绍，

搬迁到这里之后，办事流程没

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原来
可以用光大银行卡缴纳的费
用现在必须要用现金缴。另外
这里设备还没有完善，暂时没

有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机，

所以请市民自备好身份证的
复印件，特别是第一次来挂档
的市民。

在一楼服务大厅处，前来
办事的市民多次询问关于养
老保险的缴费问题。邱先生告
诉记者，原来在报纸上登过的

“可以补交1998年以后的养老
保险，但是其补交的日期不得
早于它的起始日期”的政策已
取消，所以不再受理此业务；

而且对于国务院决定的“未参
保集体企业2010年12月31日

前已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城镇户籍人员，个人可一
次性补缴15年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规定，这里暂时没有接到烟台
市的通知，如果接到可以补缴
的通知，会在第一时间以各种
方法通知市民，所以请广大市
民不要着急。

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如

果是坐公交车，可以坐7路、10

路、17路、23路、52路和62路在
“体育公园”站点下车。这里的
上班时间是上午8：30到12点，

下午是从1：30到下午4：50，但
是办理交费业务的最好在下
午4：30之前。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李

娜) 30日的暴雪没有阻挡人们

迎接新年的热情，烟台市区海鲜
市场里的水产冷库一片繁忙景

象，酒店、公司的采购们正忙着预

定海鲜，刀鱼、鲅鱼、大对虾是烟

台市民的年货必备品。

“八个头一斤的对虾多少钱？”

海源水产的老板刘洪娟转身敲了

敲冷库的门，里面接着递出一箱冷

冻的对虾，她用刀子划开包装箱，

大对虾亮晶晶的展现在顾客面前。

30日8时许，环海农贸城路上厚厚的

积雪已经清理了大半，前来订购海

鲜的人比前些日子多了不少。“快
过节了，最近生意特别好”，刘洪娟

告诉记者这已经是第五拨来定海

鲜的人了，这个时候来拿现货的，

都是酒店里的人，来订货的则是公

司发福利用的，这两天的账单比上

个周多了不少。

“昨天富士康公司来了一个
采购的来看刀鱼和对虾，给职工

发福利，今天来下订单。”恒利水产
的小付告诉记者这是一笔不小的

订单。据恒利水产的老板介绍，他

的冷库已经有11年了，每年到了元

旦买卖就多起来，酒店用海鲜以对

虾居多，而发福利刀鱼、鲅鱼则占

了大头。记者走访了环海农贸城

的多家水产店了解到，今年十斤

装刀鱼和鲅鱼涨了10元左右。

北马路两旁的水产店，每年

到了腊月就忙活起来，烟台不少

市民都会来此购买年货。元旦来

临，这些水产店也备足了海产品

开门迎客。记者发现，以前关门闭

户的水产店，不仅摆上了虾仁、鱿

鱼丝等干货，还将鲅鱼、刀鱼、对

虾的纸箱放在了显眼的位置。一

家水产店还挂出招牌，“本店供应

刀鱼、鲅鱼、竹节虾、本地虾、黄花

鱼、鲳鱼、贝丁……”

虽然目前顾客不多，多数水

产店的老板还是对今年的生意充

满信心。“海鲜是咱烟台人过春节

的必备年货，现在人少是还不到

时候，到年底买卖就多了。”经营

了六年水产生意的孙景堂根据往

年经验，非常看好年底经济。

元旦来临，春节将至，海鲜冷库买卖红火起来

刀鱼、鲅鱼、大对虾倍受青睐

村委书记孙廷海告诉记

者，当时申请萝卜品牌，过程还

挺曲折，光名字就起了十四五

次，老有重名的，后来想村里子
子孙孙都在种萝卜，就简单点

叫“子孙萝卜”。

为什么要申请品牌呢？孙

廷海告诉记者，近些年，村里的

萝卜产量逐年增加，但是村民

的收入却没有提高。于是，村里

研究决定，先将萝卜做成品牌，

之后慢慢推广。“品牌申请下来

之后，我们卖的萝卜上都贴了

商标，就是一个小孩捧着一个
胖萝卜，上面还有村里的名称

跟联系电话。”孙廷海表示，现

在村里种萝卜、卖萝卜还都是

村民单干，下一步村里计划将

村民联合起来，真正做成一种

产业。

五百多亩地，至少350亩种萝卜，全村130多户人口，有九成多以种萝卜为生，福山区门楼镇的仉村孙村真可以称得上“萝卜
村”。这个村周围还有四五个村，但是就它产出的萝卜最有特色，在烟台百姓间口碑最好。现在，“萝卜村”已将他们们的特色萝卜
注册成商标品牌，叫“子孙萝卜”，成为烟台第一个正规的萝卜品牌。29日，记者探访了这个远近有名的“萝卜村”。

29日上午，记者来到福山

区门楼镇的仉村孙村。村北是

一条不宽的小河，在靠近村南

一片不大的土地里，满是收获

之后留下的道道田埂，地南头

挖了几个地窖。村里人烟稀少，

显得有些冷清。

“现在这个时节，大部分村

民都出去卖萝卜了，很少有闲

下来的人。”记者在村头遇上村

民孙泽功。孙泽功告诉记者，从
11月下旬，萝卜收成之后，就埋

在地窖里，这时村里人就开始

忙活起来。上午外出卖萝卜，下
午回来洗萝卜，一直忙到年后

两三个月。

“一年最低能赚三万块钱。

如果不卖萝卜，我就失去了

生活来源。村里最多有赚十

万的。”问及收入，另一位村

民孙泽忠表示，他们周围有

不少村也种萝卜，但就他们

村种的萝卜最好吃。“亩产萝

卜一万斤左右。

仉村孙村委书记孙廷海

告诉记者，全村一共有大概
500亩地，今年种的萝卜起码

有 3 5 0 亩，预计明年能突破
400亩。全村一共130来户，有
1 0 0多户都种萝卜，卖萝卜。

“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地地道

道的‘萝卜村’。”

九成村民靠种萝卜为生

周围那么多村子，为什么

这个村产的萝卜口味最特别？

村委书记孙廷海表示，萝卜的口

味形状，关键在于土质。他们村的

土质最适合种萝卜，产出的萝卜
味道明显跟其他村不一样。因为

仉村孙村北有一条小河，经过多

年河流冲积，形成这种特殊土质。

这是一个天然条件。

“除了这个天然条件，我们施

的肥料也很有讲究。”孙廷海告诉

记者，村民喂萝卜都用有机肥，一
般都是从外地买来的猪粪、牛粪、

羊粪等，从来不用化肥。

村民孙泽忠表示，萝卜要长

好，还要保证充足的水分，根系发

达了，萝卜就好吃。“我们用的都

是地下水。村里为村民打了八口

大井。萝卜成长期，还安排专人看

井为村民浇水。村民随时有需要，

随时可以浇水。”

在村委书记孙廷海家，记

者品尝了仉村孙村的萝卜。萝

卜短而粗，很清脆，稍微在桌上

一磕就磕成两截。萝卜外皮很

薄，里肉水灵，吃下去清脆可

口，有丝丝甜味，吃起来就像水

果一样。

特殊土质造就特殊口味

仉村孙村的萝卜是怎样一
步步发展形成产业的？

1984年，仉村孙村把土地承

包给个人，从那时起，70岁的村民

孙泽忠就开始种萝卜了。“那时

候，村里种萝卜的才有三十来

户。”孙泽忠回忆道，那时候，种出

的萝卜还没有这么好吃，也没有

意识到萝卜可以发家致富，就是

闲着的时候，拿到集市或市场上

卖个零花钱。后来市场反响不错，

一步步摸索，改良种植技术，仉村

孙村的萝卜口碑就树立起来。

50多岁的村民孙泽功告诉

记者，慢慢，村民发现，种萝卜

比种庄稼、樱桃等水果合算得

多，种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地

里的萝卜也越来越多。

“去年，村里把萝卜做成品

牌，叫‘子孙萝卜’，从此我们的

萝卜品牌有了法律保护。现在

过年过节，亲戚朋友都指名要
子孙萝卜作为礼品，村民都对

萝卜前景很看好。”

种萝卜比种庄稼合算

要打响“子孙萝卜”品牌

村民在小溪边忙着洗萝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