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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人物

本报讯 近日，走进平安街道
娘娘店村的长清天润园蔬菜种植基
地大棚内，一片春意盎然，一根根鲜
嫩青翠的黄瓜都顶着小黄花，煞是
喜人。长清天润园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是王孝美去年5月份刚成立的，
10月份建成。前期占地20亩的4栋标
准化冬暖式大棚种植了无公害黄
瓜。虽然第一年种植黄瓜，但王孝美
却是信心十足，因为她的大棚每天
有技术员前来指导，黄瓜品种好，长
得好，口感好，自然就不愁销路。目
前基地内占地40亩的西瓜大棚也正
在建设中，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平安街道积极扶持农
民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全方位增加
农民的收入，2013年新建大棚40余
处，预计年收入增加300余万元。现
在大棚内种植的返季节蔬菜黄瓜、西
红柿、豆角等长势喜人，现在正源源
不断地投放市场，农民由冬闲变冬
忙，大棚蔬菜能挣钱，成为农民发家
致富的好门路。 (成红园 王芳)

本报记者 张帅

商业街是大学城内最热闹
的地段，同时也是交通运输稽
查大队的重点执法区域。记者
在商业街看到，物业公司为禁
止车辆随意停放和商贩占道经
营，在店面前的广场上设置了

“安全路桩”，因此过往车辆只
能停靠在马路两旁，大部分黑
出租就隐藏在这些车辆中。“一
些正在揽客的黑出租司机看到
执法车辆马上就会开车走掉，
商业街人多车密，很容易发生
危险。”交通运输稽查大队大队
长张同民告诉记者，对于一些
停靠在街边涉嫌非法运营的黑
出租，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很
难对他们进行查处。

济南幼儿师范学院位于大
学城最南端，学校周边配套设
施不完善，平时学生购买生活
用品只能到离学校较远的商业

街。由于公交运力不足，这里也
成了黑出租的聚集地。记者看
到，在幼儿师范学院的校门口
聚集了很多面包车，有些车主
看到执法人员后立即将车开
走，而有些车主不慌不忙，三五
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甚至打
起了扑克牌。“一些‘有经验’的
黑车司机懂得和我们周旋，每
当执法人员对他们进行询问
时，他们总会找出各种理由来
应对，没有确凿的证据，很难对
他们进行处罚。”张同民告诉记
者，一些黑出租司机会告诉乘车
的学生怎样配合他们躲避执法
人员的检查和询问，这让稽查大
队的执法工作很难顺利地展开。

据了解，长清区共有4家出
租车公司，324辆出租车，运力
相对于大学城庞大的学生群体
显得不足。在校学生出行具有
潮汐性，人流量少时，城区出租
车不愿到大学城跑空车，人流

量多时，出租车运力有限。目
前，长清区交通运输局协调济
南公交公司调整了大学城内24
路、25路公交线路，串连起了大
学城内的9所高校，并将运营时
间由晚7:00延长到8：30，但对
于庞大的学生群体来说这只是
杯水车薪，这种现状给了黑出
租车很大的生存空间。

据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介
绍，查处一辆黑出租车，要对违
法车辆进行拍照，对违法车主、

乘客进行笔录问讯，将按照《山
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对违法车
主进行5000至30000元不等的
罚款。长清区交通运输局党委
副书记李刚告诉记者：“严厉
打击非法营运出租客运车辆
是目前长清区交通运输局的
重要工作，我们会动用一切
人力物力，全方位综合治理
大学城‘黑车’问题，坚决维
护正常的客运市场秩序，保
障师生安全出行”。

开学之际大学城黑出租抬头

公公交交延延时时仍仍难难满满足足学学生生需需求求
平安街道2013年

新建大棚40余处

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东峪
村的羊倌马洪臣，从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就开始为生产队放羊，
那时他才13岁。凭着多年来的

“牧羊经”，马洪臣摸索出了一套
“土法治大病”的兽医绝活，时间
久了，他便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羊倌达人”。因为放羊，每天至
少都要走三四十里山路，这样的
锻炼，使他显得格外精神，黑黑
的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马
洪臣的父母去世早，靠着放羊，
他成了家，之后又帮着弟弟成了
家。

马洪臣的山羊多的时候能达
到200多只，他平时还帮着街坊邻
居们代放几十只羊，每年都积攒
很多羊粪。武家庄是有名的林果
之乡，家家户户有果树。为此，马洪
臣就把自家积攒的羊粪贡献出
来，给果农当肥料，每年能为果农
提供一两千筐的有机肥。

因为山区用不上机械耕作，

马洪臣就专门自费买了骡子和
牛专门为周围几个村的乡亲们
耕地，仅收一点草料钱，对困难
户和年龄大的老人则分文不取，
免费耕耙，这一耕就是30多年。

马洪臣依靠养羊致富后，还
帮助周围十几个村子近百个农
户走上富裕路。去年7月份，邻居
家的一头母牛不慎掉进一个6米
深，直径不足1米的地窖里，当时
正值汛期，地窖下面还有1米多
深的积水。马洪臣了解情况之
后，回家拿来一根绳子，自己下
到地窖内，用绳子绑住牛的前半
身，他在下面拽住牛尾巴用力一
拉，又猛地拍了一下牛屁股。牛受
惊后前蹄便蹬住了墙壁，上面的
壮劳力再按着他的口令顺势用劲
往上拉，落井的母牛被顺利地救
了出来。马洪臣说：“如果仅靠人
力把地窖从周围挖开，时间太
长，牛的体力不支，就会有危险，
要想把牛迅速救出来不能蛮干，

还需要依靠门道和巧劲儿。”
村里有个养牛户在山上放

牛时，一头贪食的大黄牛不慎吞
进一块1公斤重的红薯，刚好卡
在牛的喉咙里，把牛憋得喘不上
气来，养牛户从乡里请来的老兽
医对此也束手无策。马洪臣知道
情况后，马上赶来并让养牛户拿
着鞭子把牛牵到山顶上，然后一
步一鞭紧追着牛往山下驱赶。果
然，牛还没跑到山下，红薯就从
喉咙里咳了出来。看了马洪臣的
这种“土偏方”，在场的几个兽医
都啧啧称奇，十分佩服地向马洪
臣伸出了大拇指。马洪臣解释
说：“牛从山顶往山下跑得很快，
牛腹部的气压就往外顶，这样便
把地瓜给猛地咳了出来。倘若牛
羊偷吃了粮食胀肚子，就会有撑
死的可能，也得采用这样的方法
让它们消化食物。”

马洪臣给牛羊接生也都很
在行，是当地出了名的“义务接

生婆”。遇到牛羊难产的时候，他
就用一根麻线拴住小羊羔的下
嘴唇，把小羊羔轻轻地拉出来。
即便遇到再困难的情况他也不
主张剖腹产，因为那样很容易伤
及大母羊的生命。农户家的羊遇
到难产，半夜里来找，都是马洪
臣救急。当遇到羊羔过大有风险
时，为了给母羊安全接生，即使
是寒冷的冰天雪地，他也会在母
羊身边守候大半宿。

为了让公羊长得快、长得
好，很多养羊户需要骟羊的时候
也要找到他。这是一项细心的技
术活，如果技术把握不准，稍有
疏忽大意就很可能让养羊户蒙
受经济损失。但马洪臣凭着一手
精湛的阉割技艺，每年免费为周
围十几个村子的饲养户骟羊五
六百只，从未因此失过手。

羊群争斗伤腰断腿是常有
事儿，马洪臣对付这种常见的硬
外伤，有他的“独家妙方”。他把

一块筒子状的鲜树皮扎在羊受
伤的腿上，再随手拔些山草药包
扎起来，很快就会痊愈。治疗羊
腿骨折，他还有一个神奇功效的
秘方，就是捉一只壁虎，用煎饼
卷起来后让羊吃下去，羊腿伤很
快就会康复。如果谁家的牛羊不
慎吃了有毒的草料，马洪臣也是
积极地义务上门帮着抢救治疗。
另外，对于一些不吃奶的小羊
羔、小牛犊或者是不下奶的大母
牛、大母羊，马洪臣也有很多解
决办法。这些年，马洪臣义务为
村内外的乡亲们治愈了数千只
受伤和患病的羊。

除此之外，村子里有红白喜
事，或者是谁家修房盖屋，有什
么脏活累活，马洪臣也是跑前跑
后，跟着忙里忙外，每年搭上的
工钱也有近万元。但他却是心甘
情愿，毫无怨言，从不叫苦，在父
老乡亲的心里，他是一个好“羊
倌”，也是一名牛羊“土专家”。

菜农在蔬菜大棚内摘取果蔬。

““““羊羊羊羊倌倌倌倌””””马马马马洪洪洪洪臣臣臣臣的的的的““““牛牛牛牛事事事事””””
依依靠靠养养羊羊发发家家，，带带领领乡乡亲亲致致富富

羊倌马洪臣正在山上开心地放羊。

万德镇东峪村凡是养牛
养羊的人家，都得到过马洪臣
的帮助。因为马洪臣在牛羊养
殖方面办法多、点子高、有妙
招、有门道，是当地知名“土专
家”。当乡亲们喂养的牛、羊、
猪、狗有了棘手的疑难杂症，
首先会想到找马洪臣来排忧
解难。而马洪臣总是来者不
拒，有求必应，无论地里的农
活多么忙，只要别人来找，他
总是随叫随到。

本报通讯员 马洪利

本报近日刊登了长清大学城黑出租车在开学之际抢
客拉活儿的报道后，长清区交通运输局25日组织交通运输
稽查大队到大学城的各主要路段执法检查，对涉嫌非法运
营的黑出租车进行了查处。

25日，执法人员在大学城内蹲守执法。


	E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