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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黄蓝”战略的发展，
东营老百姓的生活正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大量外
来人员不断涌入这片热土，为
东营的建设发展贡献着自己
的一份力量。

东营，我们在此生活，在
此奋斗。在城市快速发展中，
我们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与幸
福。哪怕微小，那怕艰辛，但我
们对生活充满期待，用自己的
努力付出扬起阳光下自信的
微笑。

为了记录下我们真实的
生活，为了书写在东营我们奋
斗的日子，本报特开设“我在
东营”栏目，关注生活在这个
城市的你我他，写下我们与这
个城市的故事。

最近在东营东城的大街小
巷，人们似乎总能看到一些身着
朴素、操着外地口音的卖梨人。
他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
拴带着两个装满梨的大竹筐，艰
难地穿梭在人流中。他们就是从
河北远道而来的卖梨人。

24日，在辽河路一家超市门
口，记者见到了卖梨人吴书民。
据吴书民介绍，他的老家在河北
魏县，来东营卖梨已经有6个年头
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跟同村
的几个老乡一起来东营卖梨。今
年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都住在
沙营村的出租民房内。

攀谈中，吴书民说他在河
北老家有两三亩梨树，车子上
卖的梨都是自家种的。由于河
北老家种梨的人太多，辛苦一
年也卖不到几个钱，只好跟几
个老乡一起到外地零卖了。“但
是最近几年，物价上涨厉害，即
使不远千里跑到东营卖梨，也
没有往年的利润可观。再加上
今年年后气温一直很低，卖梨
的生意一直不是很好。”他说，
往年从河北到东营的一次运费
是两千，现在涨到了四千。房租

也从之前的每月三四百元涨到
了一千元，而梨的价格却涨价
寥寥无几。

25日一早，记者在吴书民
租住的民房看到，院落内零散
停放着八辆卖梨的自行车，院
子的小屋内堆满了装有鸭梨的
水果箱。同行的老乡说，来东营
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卖出去
的梨少得可怜。

吃过简单的早饭后，吴书
民等八人分别出发了。由于出
沙营村要经过东二路上的一座
桥，他们推着沉甸甸地两筐鸭
梨艰难地向上爬着坡。记者跟
随吴书民终于来到海河市场，
由于天冷，顾客很少，九点多吴
书民才开了张。

记者看到，顾客买梨时，每
差一两半两的，吴书民就给人
家添上一个梨。“这样做生意才
有信誉，出门在外咱不做亏心
事儿。”其间没有生意时，吴书
民会给同乡们打个电话询问生
意情况。他告诉记者，出门在外
要相互有个照应，他现在只盼
望着天气能够尽快暖和些，梨
就卖得快一些。

闲时的吴书民，给同伴们打个电话互报平安。

吃过早饭后，吴书民与他的同乡们出发了。

每一个要入筐的梨，袁岆海都会很认真挑选。 没有饭桌，他们只能把菜锅放到地上。由于生意不好，从河北带来的梨仍堆放着很多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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