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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馒头如做人 掺不得一点假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运恒 实习生 刘菲 本报通讯员 张秀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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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今年32岁的韩小强自称“馒头哥”，19岁开始做馒
头，经过十几年摸爬滚打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滨州
亿隆食品厂。“一路创业走来不容易，但是做馒头就像
做人一样，要踏踏实实不掺假”。公司现在正准备在济
南和淄博建立连锁店，他的梦想是做山东第一“馒头
哥”，做山东最大的馒头厂。

原滨棉三宿舍自建成以来，
道路坑洼，雨季时院子甚至变成
池塘。最近，小区一些热心居民
带头集资修路，每天为修路操
心，赢得其他居民赞许。目前2号
楼前道路已修好，9号楼正在修
复中，10号楼正在筹集资金准备
动工。

一到下雨，院子里能抓鱼

滨棉三宿舍位于黄河二路、
渤海十三路，是一座老小区，自
2001年居民入住以来，一直问题
不断。

据了解，该小区的业主大多
是原滨州第三棉纺织厂的员工，
当时是集资盖房，“房子盖好后，
但楼前道路，单位却一直没有给
硬化。”9号楼业主高修文说，当
时找过多次，但一直没有回信。

他说，每年雨季来临时，居
民出不去进不来，整个小区就
像个大池塘，“9号楼前积水能达
到20公分，而2号楼前积水深度
能达到半米多。”2号楼业主任和
平介绍，“有时下水道里还能钻
出鱼来，小孩们就在院子里逮
鱼。”

据业主介绍，滨棉三宿舍建
成较早，当时周围都是空地，小
区内积水还不是太严重，后来周
围小区纷纷建立，把周围地势都
提了起来，“我们小区则成了一
个洼地，积水越来越重。”

热心居民带头修路

13日上午，记者来到滨棉三
宿舍9号楼前，四个工人正在紧
张施工，楼前道路修复已基本完
成，据施工队梅队长介绍，今天
工程就可完成。

9号楼一共有48户居民，由
于一层住户出进都是从楼后，所
以一共有40户居民需要交纳工
程款。高修文说，几年前，他就有
修路的想法，但一直没人组织。
前几天，2号楼业主们自筹资金
修了门前路，感觉很好，“我就向
业主卢玉渤、齐新疆和邵守敏提
出要修路的想法，谁知我们一拍
即合。”他们找来施工队进行预
算，然后电话挨个通知每一户居
民要修路的事情，“大约每户居
民要交350块钱，大多数业主表
示支持。”

为了能够尽快施工，卢玉渤
自掏10000元先行垫付，而高修文
主要负责白天给工人烧水、沏
茶，“现在道路快修完了，钱也筹
得差不多了，心里也踏实了。”业
主邵守敏说，老高昨晚一夜没
睡，“路面刚铺上水泥，为防止路
人从上面踏过，他一直在施工现
场盯守。”

记者来到2号楼前，刚修好
的路面还泛有一点乳白色，几个
居民正在闲聊，“现在好了，地也
平了，路好走了，乘凉也不用出
去了。”赵先生笑着说。2号楼业
主任和平介绍，他作为修路发起
人之一，每天要操心很多事，“一
些业主看不下去，就给我们50块
钱，让我们买点好吃的,至今让我
感动。”

滨棉三宿舍 >>

业主自筹资金修路
看着暖心住着舒心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16岁时，韩小强从滨州来到
济南打工，“刚开始在一个雪糕
厂，19岁那年又去了另一家食品
厂，一直在一个馒头车间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与馒头结下
了渊源。两年后，我回到滨州创
业做馒头。”韩小强介绍馒头创
业的经过。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艰难，
创业以来韩小强和妻子两个人
一边加工一边卖，“每天凌晨一
两点钟开始起床做馒头，馒头房
里很热，常年汗流浃背。”起初每
天最用250斤面粉，而且利润也
非常低。后来韩小强给自己的馒
头取名“亿隆馒头”，馒头做得好
吃，销量也一年一年增大，随后
韩小强开始招工人。2008年，韩
小强购买了不少先进机器。2010
年，韩小强正式注册了亿隆食品
厂，以生产馒头为主。如今的韩
小强累计带动3 8位下岗职工再
就业，每天生产馒头用面达7500
斤，日生产馒头36000多个。虽然
只有小学学历，但是他一直喜欢
看书，特别是创业书籍。

“食品行业都是良心行业，

特别是像我们做这种做日常消
费面食的，虽然现在生产馒头形
成了规模，但从一开始就坚持的
不掺假原则不能变，做馒头也一
直着坚持‘赚钱凭良心，吃馒头
靠放心’的理念，坚决不添加增
白剂，不做二次加工。”韩小强
说，一直以来一个馒头的利润只
有两分钱，但是他觉得做人做事
做馒头都一样，要踏实，做馒头
要先学做人，不能急功近利。

韩小强介绍，目前滨州馒头
作坊较多，但是形成规模的馒头
生产厂不足十家，经过多年的发
展亿隆食品厂已经是最大的生
产厂家了，“人人做会馒头，馒
头是一种最普通的食品了，但做
得不好，别人就不会买，顾客的
眼睛是雪亮的。如今，亿隆食品
厂已经有 5 辆货车专门配送馒
头，在滨州市区有130多个馒头
供应点，初步计算一下，亿隆馒
头可占整个滨州馒头销量份额
的十分之一，亿隆馒头的名号也
越来越响。”韩小强告诉记者，他
的梦想远远不止这些，今年亿隆
食品厂已经在济南和淄博开拓

市场，并准备在2014年进驻两地
并建立连锁店。“我会一心一意
做馒头，不仅仅要做滨州的‘馒
头 哥 ’，还 要 做 山 东 的‘ 馒 头
哥’。”

为了全面展示滨州市中小
企业风采，本报联合滨州市中小
企业局共同开办“黄蓝两区中小
微企业记者行”专栏，栏目秉承
服务滨州经济、推动企业发展的
基本原则，对滨州市中小企业的
风范成绩、领军人物、特色品牌、
先进技术、一线职工等进行全方
位的展示与宣传，了解企业发展
状况，用企业反映行业，用镜头
和文笔展示企业文化，为企业发
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即日
起，本报也面向全市征集有意展
示成就风采的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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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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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号号楼楼前前，，工工人人正正在在紧紧张张施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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