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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发展大棚经济，村民年收入十几万

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常学艺 聊城市茌平县乐平镇后常村

“种地”“打工”“小买卖”这些谋生方式，是几年前我老家村民们收入的主要来源。种地收入低，打工顾不
上家庭，做生意的风险又比较大，于是2008年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很多家庭转向发展“大棚经济”，经过几年
摸索，逐渐有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并成熟起来。2011年是个丰收年，村民们则过了一个喜悦年。

工作已有近两年时间，
经济独立了，人也成熟了些
许。为了表达孝心，春节

“请”妈妈出门旅游，尽管景
点人满为患天又下着淅淅
沥沥的小雨，却并未挡住妈
妈的笑脸。

今年春节来的比较早，
我决定利用假期带着父母
出门旅游，最后选定了高铁
华东五市游。由于爸爸有
事，这趟出门的只有我和妈
妈。往年的正月初三，妈妈
还在老家的厨房内为亲戚
们准备着饭菜，今年初三我
和妈妈却是在动车上渡过
的，一股新鲜感油然而生。

第一站是南京，出门前
的德州阳光明媚，心想南方
肯定比家里暖和，我穿上一
件单薄的呢子大衣后便出
了门。下车后凛冽的寒风夹
杂着潮湿的气息迎面吹来，
让我十分意外。导游说，你
们这个时候来南方游玩，就
是花钱买罪受，不仅风景不
好而且非常冷。第一天游玩
结束后，我和妈妈最终没能

抵住寒冷，未进宾馆先跑到
夫子庙买了两件棉衣。

早上天还没有亮，我
们就被导游叫醒奔赴无
锡、苏州等地。在周庄，没
想到的是天空中竟下起了
雨，而游客亦为数不少。与
我心情相反的是妈妈，她
居然像个孩子似地不停合
影留念，兴致很高。

随后几日游玩，天公
始终不作美，一直阴雨。
住进宾馆，被褥潮湿，空
调干燥，浑身散架一般的
我躺在床上已经开始想
家，妈妈的脸上却看不到
一丝疲惫感。

回家之后，又开始忙着
走亲访友，亲戚朋友都会
问，过年出去玩的怎么样
啊？我只能笑着说，还好。我
想，春节选择出去游玩，本
意是平时工作繁忙没有时
间陪家人，趁放假好好孝敬
孝敬父母。妈妈高兴了，目
的不就达到了么？

本报记者 马瑛（陵县
陵城镇)

＞＞ 守大棚，一年没出过远门
腊月二十九上午9点，

司红芹和平时一样来到大
棚前，收起大棚草帘，让葡
萄的嫩芽接受阳光；上午
11点，整理完琐碎的农活

后回家，准备中午饭；下午
4点，在家调好饺子馅后，
她又匆忙回到大棚，落下
了草帘。

“已经习惯了每天这

样的生活，为了家庭的幸
福苦点累点都没关系。”司
红芹告诉记者，孩子的爸
爸在外边工作，为了照顾
家她就不能再出去打工

了，种大棚也可以增添些
收入。“自从种了大棚，出
过最远的门就是去县城
了，这活就像看孩子似的，
离不了人。”

＞＞ 盖了新房还要买新车
“每年五六月份，是收

获的季节。来自各地的运
输车辆，直接开到葡萄架
前，采摘、装箱、过磅、上车
等 都 是 流 程 作 业 ，很 方

便。”司红芹告诉记者，这
在以前都是想不到的，过
去骑着三轮车去集市上
卖，卖的少价钱又低，本钱
都很难回。

据了解，不少村民都
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大棚
上，有的全家都参与其中，
多的年收入有十几万元。
司红芹只种了一个大棚，

一年算下来也有两三万元
的收入。“去年盖了新房
子，老公也考了驾照，今年
打算再买辆车，日子会越
过越红火。”司红芹说。

＞＞ 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
不过一两年，很多外出

打工的人都回了家。他们感
受到了种大棚带来的实惠，
不用在外那么努力拼搏，也
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80

后”们也渐渐消褪了非要进
城安家的想法，在农村有属
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和家庭
就心满意足了。

“大棚经济这几年给

村里带来的变化是有目
共睹的，通过过年就明显
可以看出来，走亲串友的
村民们都开着车，小孩们
的腰包也都是鼓鼓的。”

村主任常来更说，年后估
计有不少村民就不会选
择去外面上班了，在家发
展大棚经济也是不错的
创业方式。

▲▲大大年年初初一一下下午午44时时，，司司红红芹芹正正在在落落下下草草帘帘,,以以保保持持大大棚棚内内的的温温度度。。

大年初一，乐陵市区的
主干道上显得冷冷清清，不
少市民都回农村过年了。在
紧邻乐陵市中医院的一排
沿街店面里，只有一家打印
店还在营业，店里邹晓彬两
口子相对而坐，在电脑上观
看湖南卫视春晚的重播视
频。这对夫妇的老家在湖南
省娄底市，今年是第一次在
外地过春节。

另一台电脑的桌面图
片，则是邹晓彬5岁儿子的

照片。由于在外打工，生活
不稳定，孩子由老家的父母
照看。“在乐陵市开打印店
已经三年了，生意一直不温
不火。德城区那边有老乡，
他 们 的 生 意 可 能 会 好 一
点。”小邹告诉记者，不知道
哪一天会跟妻子离开乐陵，
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

打印店对面刚开了一
家银座超市，开业那天特别
热闹，小邹的妻子也进去转
了一圈。“天哪，那里的衣服

没一件能买得起，太贵了。”
尽管如此，把孩子接到

身边来的想法一直都有。
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有户
口限制，到外地上学没那
么容易。”

没有供暖，小邹将电暖
气放在了桌子下，两人依偎
在一起取暖。湖南卫视的春
晚让他们不时笑出声来。对
小两口来说，这个时候来自
家乡的一点乡音也是足以
慰藉思绪的。

“年夜饭就是普通饭呗，
米饭就菜。”小邹哈哈大笑，他
们不回家的理由跟这顿年夜
饭一样简单：前一段时间刚
回过一次家，没必要了。也许
对于小邹来说，过年本身已
经没有太多意义，每天睁开
眼睛要面对的生活才是最重
要的。新的一年他的最大愿
望就是把生意做好，尽快有
一个安定的家。

本报记者 苏超 (乐陵
市)

来自湖南的青年老板春节照常营业

坚守在小店，为了一个家

请老妈外出旅游

她乐得竟像个孩子

崔建萍是德州市福利
院的一名保育员。春节期
间，她放弃了和家人过节
的机会，选择陪在福利院
的孤残儿童身边。

2月3日上午9时，崔建
萍正左臂抱着一个婴儿，
右手推着另一个在车内的
婴儿来回走动。据介绍该
福利院一共有 1 5名保育
员，需要照顾40多个孩子。
这些孩子可以分为两类，
两个月大至四岁之间的婴
幼儿和七岁以上的儿童。

崔建萍主要负责照顾
年龄较小的婴幼儿，保育
员是需要24小时守护在这
些孩子身边的，尤其是晚
上需要更加注意。“年前，
有个孩子晚上8点突然出
现抽风情况，及时发现后
抢救了8个小时，才脱离危

险。”崔建萍说。
“为了让家在外地的

保育员能回家过年，像我
这样家在德州的就得加班
了。节日期间由原来的三
班倒换成了一个班 2 4小
时。”崔建萍告诉记者，已
经好几年没给老人、亲人
拜年了，越是这时候，越是
走不开。

崔建萍还有一个上初
二的儿子，由于工作的原
因，不光没有时间照顾孩
子，家务活也是丈夫和婆
婆打理的。对此她觉得很
亏欠家人，不过看着福利
院的孩子们在自己的照顾
下能健康快乐的成长，付
出也就值了，因为他们就
是自己的孩子。

本报记者 王衍 (德
州市德城区)

福利院保育员崔建萍———

孤残儿童是我的孩子

崔崔建建萍萍的的年年是是和和孩孩子子们们一一起起过过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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