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辆爱心菜直通车冒雨出发
爱心企业：没雇到大车，要不可以多买点
本报记者 郝文杰 见习记者 耿璐

爱心菜直通车
开进幸福公寓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郝文杰 见习记
者 耿璐) 7日中午，本报首辆满载爱心菜的
直通车驶进广饶县大王镇幸福公寓，将1520斤
爱心白菜赠送给幸福公寓。

7日中午，大王镇幸福公寓门口，一辆满载
白菜的皮卡车缓缓地开进院里。在幸福公寓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皮卡车将白菜拉到幸福公寓
后面的一排简易棚前。两位幸福公寓的老人也
凑过来看热闹。“这是爱心企业来给咱们送白
菜的。”该工作人员告诉两位老人。老人一听上
前就要帮忙。爱心企业的李经理赶紧上前，“大
爷，这活儿我们来干，你们在边上看着就行”。
李经理刚转身去搬白菜，两位老人就“偷偷”地
从车上抬下一包白菜，放到简易棚里。

“这一共是20包，1520斤白菜，你们清点一
下。”搬完白菜后，李经理跟幸福公寓的工作人
员说。爱心企业的谢女士介绍，从6日开始，他们
就在联系福利机构，最后确定了大王镇爱心公
寓，“我们要让爱心传递起来，尽我们的微薄之
力，让这些孤寡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爱心公寓的厨师郭师傅介绍，他们每天要
用掉60斤白菜，这批爱心白菜够爱心公寓的老
人们吃25天。

幸福公寓院长王振江说，对爱心企业表示
非常的感谢。当王振江得知，这些白菜是收购
的农民滞销的爱心白菜时，他瞪大了眼睛说：

“这些白菜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价来衡量
了，饱含着一颗颗社会的爱心，这是无价的”。

至此，本报推出的首辆爱心菜直通车满载
着一车爱心大白菜，又通过爱心的方式传递给
了福利机构的老人们。一车大白菜，在这个寒
雨蒙蒙的冬天，一头焐热了菜农的心，一头温
暖着幸福公寓的老人们。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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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作美

爱心车冒雨出发
“你们几点来啊，现在正在抢收

白菜，来太早了怕白菜收不完。下着
雨，道路泥泞，白菜抢收难度很大。”7

日早上 8时 3 0分，广饶县健士富硒蔬
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继海给
记者打通电话。紧接着，记者的电话
铃声又响起。“我们这边的车辆9点钟
能准备好，咱们几点去啊？”爱心企业
的谢女士致电记者。一辆爱心菜直通
车 ，两 头 牵 动 着 菜 农 和 爱 心 企 业 的
心。经过协商，首辆爱心菜直通车定
在 1 0 时 出 发 ，1 1 时 左 右 到 达 蔬 菜 基
地。

上午1 0时，天上还下着淅淅沥沥
的小雨，本报首辆爱心菜直通车从东
城出发了。

路上谢女士介绍，此次认购爱心
菜，是单位党支部发现菜农白菜滞销
后发起的，“能够成为首辆爱心菜直
通车，真是没想到，能为菜农们减轻
些负担，心里感到很高兴”。

白菜当场检测

为绿色蔬菜
爱心菜直通车到达健士富硒蔬菜

农民专业合作社时已接近中午，王继海
早早的等在了那里。“你们能来，我们很
高兴。白菜抢收的差不多了，到了中午
雇的工人都回去吃饭了，白菜已扒好装
袋，随时可以装车。”王继海介绍。

为了让爱心企业放心，也证明自己
白菜的品质，合作社基地的任女士将滞
销白菜取样，并进行了现场检测。在广
饶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和记者的见证下，
电脑显示，农药残留为6 . 7。“按照绿色蔬
菜的标准，农药残留在50以下才可以确
定为绿色蔬菜，我们的白菜检测都不会
超过10，农药残留值远远低于绿色蔬菜

的最高标准值。”王继海告诉记者。

爱心菜装车20包

没雇大车太可惜
检测结束后，爱心企业将直通车开

进合作社的一座仓库。那里一包包已经
包装好的白菜整齐地垛在仓库的北侧。
王继海刚推来磅秤，已经等不及的爱心
企业李经理撸起袖子就开始搬白菜过
称。“226斤”三包白菜放到磅秤上之后，
合作社的任女士清楚地报出了第一称
爱心白菜的重量。

当装到第18包的时候，见爱心车已
经装满，王继海说：“差不多了吧，装多
了，车拉不了，别把车胎给压坏了。”“再
装两包吧，能多装一点是一点。”李经理
不好意思地说，“当时没找到大车，只能
开这个皮卡车来了，本想到大王之后再
雇辆大车，可是没有雇到，要不可以多
买点。”

最后，爱心菜直通车共装白菜20包，
合计1520斤白菜。爱心企业在支付了费
用后，首辆满载爱心菜的直通车又冒着
蒙蒙细雨踏上返程路。

三家单位拨打本报热线想采购爱心菜

“想尽点心意，报道就不用了！”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王瑞景) 在

本报连续两天报道白菜滞销，并发起
“认购‘爱心菜’”倡议后，又有三家热心
企业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希望能够过去
收购，帮助农户解决滞销的困难。“我们
有三家店，可以先去买上两三吨。”一家
餐饮公司的老板说。

7日中午，一位读者打进本报热线
电话，咨询认购“爱心白菜”的事情，

“那边的白菜多少钱？我们也想过去买
一些。”经了解，这位读者是富老乡亲
餐饮有限公司的老板王利民。王老板
说，他一直订着《齐鲁晚报》，不忙的时
候就会翻阅看看，今天打开报纸，看到
了白菜滞销的新闻和爱心倡议，想到

自己经营饭店，也需要购买存储白菜，
还能帮助农户消耗一部分。王利民说，
他的公司有3家连锁店，这次先去购买
两三吨没有问题。以往一到冬天就会
储存一部分，但是从没集中采购过，

“看到你们的报道，就想着集中去采
购，这样还能帮上菜农的忙。”他们有
车，随时可以过去拉货。“到哪买都是
买，只要价格差不多，我们就过去拉，
能尽上力就行。”

“我们也想去买白菜，能把那边的
联系方式给我吗？”下午，一位女士拨打
本报热线时说。这位童女士是永和豆浆
科技二村店的店长，在看到本报报道
后，觉得那些白菜如果烂在地里挺可

惜，就想着去买些。平时她店里白菜用
得不多，想先买上1000斤，自己用或者送
给别人。“要不然我再联系一下我的朋
友，看他们的公司能不能也买一些，一
起去还能多买点。”

过了一会儿，童女士告诉记者一个
好消息：她朋友的公司华纳集团要买
4000斤，这样她们就可以一起买五千斤
了。记者联系上华纳集团的这位负责
人，当时他还在忙着。他说，童女士告诉
他白菜卖不出去的消息后，他想到他们
集团旗下也有酒店，白菜买回后，打算
一部分餐厅使用，一部分发给员工，“能
帮上就帮，就一点小心意，报道就不用
了吧。”

爱心企业将白菜装车。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7日上午10时，本报发出认购
“爱心菜”的倡议之后，第一辆爱心
菜直通车冒雨出发，前往广饶县认
购爱心菜。

1520斤大白菜送进敬老院。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本报6日、7日相继
报道了“白菜烂在地
里”、“爱心白菜团购”
的消息，引来了众多
爱心企业伸出援手。
昨日，首辆爱心菜直
通车开往蔬菜基地，
将采购的白菜送往幸
福公寓，另外还有三
家企业拨打了本报热
线电话，想继续伸出
援手，并且一再向本
报强调，他们只是想
出点力，不要过多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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