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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连营跟随女儿“出远门”在两所大学做园丁，13年来———

他的汗水滴满校园的花间草坪
文/片 本报记者 侯书楠 实习生 伍中梅

荣成农副市场销售有了“发票”
一旦出了问题，消费者可直接凭单据找到销售方

管道被堵污水外溢

经区环保部门查找源头帮忙疏通

＞＞大学园丁一当13年

＞＞种花草就像经营自己的庄稼

＞＞威海是他第二次“走远门”

本报威海2月23日讯(记者
冯琳 冯砚农 通讯员 林永
波 王宝玉) 近日，荣成市共
投入4 . 2万余元制作了660余块统
一样式的农副产品实名销售信
息标示牌，印制了大宗销售凭证
发放到经营业户手中，建立起农
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据了
解，荣成市是全省目前唯一一家
实行农副产品实名销售制度和
手撕式销售凭证制度的城市。

“过去只有在超市买东西才
给开小票，现在好了，在市场上
买肉人家也给开购物小票。这上
面还写着摊主的名字和联系方

式呢，以后咱们老百姓买肉更放
心了。”19日，在荣成市北大街农
贸市场一肉摊前，刚买完肉的刘
全喜先生拿着手中的购物小票
高兴地对记者说道。

记者看到，刘先生所说的购
物小票是一种手撕式销售凭证。
该凭证借鉴客运车票的设计模
式，分存根联和客户联两联。每
一联上面都有编号、日期、经营
者姓名及面值等内容。

经营者事先填好购物凭证
上的相关信息即用即撕，存根联
由经营者留存，客户联撕给消费
者。如果经营者所经销的生肉、

瓜果、蔬菜等农产品出现了质量
问题，消费者可以根据销售凭证
上的信息直接联系到经营者本
人，是群众维权的有力证据。

除了手撕式销售凭证，记者
还发现市场内的摊位前都摆放
着一块醒目标示牌。上面详细标
注了商品的相关信息，“品种：甜
宝草莓 价格：14元/斤 产地：
荣成市崂山街道雨夼村 经营
者姓名：王泽明 举报电话：
7560315”。

荣成市工商部门牢牢抓住
市场开办方这个“牛鼻子”，不断
强化农贸市场开办方的管理责

任，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
页等形式，组织辖区122名农贸
市场管理人员和230余户农副产
品经营户系统学习了《山东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山东省城
乡集贸市场条例》，确保农产品
实名销售制度落到实处。

此外，荣成市还实施了农副
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制度，成立了
由工商局、质量质量技术监督
局、检验检疫局组成的联合执法
小分队，不定期深入市场执法检
查，对农副产品质量和实名销售
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有
力保证了食品安全。

谈话中老汉聊起了自己年
轻时闯四川的经历。1974年，因
为听说在四川好赚钱，将近而
立之年的赵连营与同乡七人踏
上了开往四川的火车。他记得
火车从徐州出发，经过几个日
夜才到四川境内，没等抵达成
都，他们就下了车。那是李白
的故里江油，他记住了李白的
雕塑。两个多月辗转奔波绵阳
一带，一行人并没有找到能赚
钱的活路，反倒把带来的盘缠

花了个精光，连回家的车票都
没钱买，“我们是坐拉煤车回
的家。”

两个女儿都嫁到威海后，赵
连营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远走他
乡，这一走就是十几年。说起威
海，老人直夸“天好，空气也好”。
他对自己工作的园子了如指掌，
说起哪儿种了啥丝毫不含糊，但
对这个城市还是稍显太陌生。用
他的话来说，旅游地图上的景点
不及家里的一张椅子来得有吸

引力，况且地方再漂亮也不及他
经营的这园子。

“现在身体还可以，我想干
到70岁再退休，回老家还能种
地。”年近古稀的他，身子板还算
硬朗，用起锄头来也游刃有余。
平时出工都是大伙儿一起行动，
几个老工友之间感情很好，一起
工作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知根知
底。一谈到回老家，老汉眼里满
是不舍，“园子比自家地还熟，老
伙伴比兄弟还亲。”

本报威海2月23日讯 (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于航海 ) 近
日，威海环保局经区分局接到市民
举报，称自家门市房旁污水横流，
希望经区分局帮忙解决。执法人员
接到举报后赶往现场展开调查，并
解决了污水外溢的事件。

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赶到现
场观察后发现，污水外溢的原因是
一个污水井被堵塞、污水不能下
流。经分析，执法人员认为与一家
规模较大酒店排污有关。但在与酒
店负责人沟通中，该负责人称与其
酒店无关。

当执法人员要进行深入调查
时，酒店恰好发生了污水外排不畅
现象。执法人员立即指导酒店工作
人员疏通堵塞污水井，酒店的堵水
现象也逐渐消失。酒店负责人随后
主动承认是酒店的污水和杂物导
致了污水管道堵塞，并积极安排人
员清理化粪池、疏通上下游污水管
道，解决了污水外溢。

为防止污水外溢问题再次发
生，执法人员对这一酒店下达了

《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整改通知书》，
要求酒店组织人员彻底清理化粪
池及相关污水管道。

今年66周岁的赵连营老汉
已经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来的
威海，只记得当年两个女儿都成
了威海媳妇，他和老伴儿便也跟
着来此定居。不想给女儿们增加
负担的他选择了和老伴儿在外
租 房 住 ，并 且 自 己 找 了 份 工
作——— 哈工大(威海)园丁。

每天松土除草、种树栽花，日

子过得挺如意。但是，因为年满55

周岁，赵老汉被学校辞退了。不服
老的他辗转各方，终于经人介绍，
到了山大(威海)当园丁，而且在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1年。

说起自己的工作，老汉神情
平静地告诉记者，他每天早上8

点开始工作，和几个同事扛着锄
头或松土除草或种树栽花，“就

是把校园弄得漂亮干净点。”旁
边的同事老毕指着对面花坛里
的一大丛石楠说：“呐，这一排都
是他种的。”比起周围的同事来，
他不太爱说话，喜欢安安静静地
做事。但说起学校去年新种的向
日葵，老汉还是眼前一亮，忍不
住笑道：“现在都那么好看了，都
是我们种的！”

老毕和其他几个园丁都是
本地人，山大(威海)建起来后他
们就成了园丁。与老毕等人相
比，赵连营老汉在该校11年的工
龄不算最长，但学校秀丽的土地
上，也滴满了他的汗水。

“学生放寒假回家了，我们
也还在这儿。你见过有庄稼人一

个月不下地吗？”老汉笑道。一个
月三十天，一天七个半小时，冬
天用稻草给树木穿上棉袄，夏天
用黑色的遮阳网给小树苗遮阳，
晚上如果太冷还要轮班给花房
烧锅炉，以防花苗冻着了。在赵
老汉眼里，花草树木跟庄稼是一
样的，都要细心护着。

赵老汉喜欢自己的工作，对
于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如数家珍，
他至今还记得两年前一棵大树
被火烧了的事。“挺大一棵树，可
惜了。树太老了，中间都枯了，一
个烟头就给点着了。”老汉感叹
道，如今又新种上了一棵栾树，
就是他亲手移栽的。

西霞口野生动物园存活
的首胎棕熊欢欢和乐乐，因母
狗奶妈黑妞的奶水不足，近日
已经喝上了奶粉。它们的体重
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目前体重
已接近5公斤。

本报记者 冯琳 通讯
员 丛文考 摄

22日下午，赵连营给学校主干道两
旁的树锄草松土。

在山大(威海)校园内，
有一群整日穿梭于花丛草
坪间的人，他们为这个在
荒地上建起的美丽校园做
出了不少的贡献，66岁的
赵连营老汉就是其中一
位。老人来自山东临沂，在
威海总共做了 1 3年的园
丁。

小家伙大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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