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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这这家家小小餐餐馆馆里里有有““免免费费的的午午餐餐””
46岁的郑安涛开办“爱心斋坊”传递正能量，不以盈利为目的

饭菜自助，也可现炒
全部素食，卫生健康

25日上午10点多，大部分的
餐馆还没有客人光顾，而郑安涛
的“爱心斋坊”早已忙碌了起来，
几名滨州医学院的学生围在郑安
涛身边，分头整理收拾着中午的
食材。“我经常来郑哥的餐馆，郑
哥人很好，第一次来的客人他都
不收钱。平时就他一个人在忙，我
怕他忙不过来就来帮帮他。”今年
大四的宋晓瑜说。

不一会儿，郑安涛就炒好了
菜，分别盛到南侧的一张长条桌
子上的不锈钢饭盆里。还没到饭
点，他已经炒好了土豆片、花生
米、胡萝卜丝、凉拌海带等5个菜，
旁边还有不少菜饼，米饭已经闷
好，豆腐脑、豆浆、稀饭等也准备
就绪，就等客人的到来。

上午11点30分左右，一名女
学生第一个走进这家素食餐馆。

“想吃什么随便盛，如果有不喜欢
的跟我说，我再炒别的菜。”郑安
涛满面笑容地从厨房出来招呼
道。其实，郑安涛的“爱心斋坊”餐
馆不大，就是一套普通的3室居民
住宅，除了一间屋子被当做正常
卧室之外，其他的两家屋子都摆
上了餐桌，客人们就在这里吃饭。
虽然地方简陋了点，但餐馆的摆
设很简单，7张桌子一尘不染，很
是温馨。厨房也是开放式的，郑安
涛是如何炒菜、做饭的，在这里看
得一清二楚，绝对不担心卫生问
题。“我来这里吃饭好几次了，不
是冲着免费来的，而是因为郑哥
人很好，还有就是多吃点素食好，
健康又环保。”一位女学生说。

郑安涛告诉记者，在餐馆经营
伊始，就打出爱心牌，承诺任何人
在这里吃饭都可以免费。“开始的
时候我确实是不想收钱的，但让我
没想到的是，来吃饭的几乎没有白
吃的，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钱。”郑
安涛说，一味的免费反而让大家

“不敢”来了，于是他改变了策略，
“后来我制定了收费标准，自助炒
菜均价5元，觉得自己吃得少的给3

元，吃得多的给7元，不想给的当然
可以不给。但是第一次来的都免
费。”有了这个看似随意的标准，大
家来吃饭的积极性更高了，真正

“白吃”的基本没有。

坚持光盘，自己洗碗
养成习惯，杜绝浪费

中午12点左右，“爱心斋坊”
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大
学生、医生、老人和孩子等。他们
都自觉地自己盛饭、夹菜、舀汤，
安静而有序地在餐厅落座。不一
会的功夫，7张桌子上就坐满了
人。记者注意到，大家在盛菜的时
候都是各取所需，能吃多少就盛
多少，不够了再来盛，没有任何浪
费。而餐馆的垃圾桶里除了一些
菜汤之外，也没有剩菜剩饭，就连
桌子上的一卷餐巾纸用得也是非
常仔细，一个中午过去，基本没有
减少。“食材都是现成的，顾客需
要我随时可以炒，就是为了不浪
费。”郑安涛说。

12点30分左右，就餐者大
部分已吃完饭端着空碗往院子
里走去，记者发现，这么多人用
过餐的桌子上竟没有一点饭粒
和菜渣，依然干净整洁。大家吃
完饭后来到院子里，撸起袖子
就开始自己洗碗。每张桌子上
都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珍
惜一粒米！一滴水！”后面还有

“吃完饭自觉把碗放进洗碗盆，
自愿洗碗不勉强，以工作学习
为主，以身体健康为重。”郑安
涛说，不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忙
不过来而让大家洗碗，而是想
让大家养成吃饭节约、饭后洗
碗的好习惯，“当然在大家都走
了之后我会再把碗重新洗一遍

再消毒。昨天有个家长带着一
个孩子来这吃饭，就是为了锻
炼他洗碗，养成好习惯。”

只为诚信，一心向善
家人支持，传递爱心

“爱心斋坊”老板郑安涛，今
年46岁。十多年前从天津来到滨
州，开始了他的滨州生活。十多年
的时间里，他做过房地产、铝合金
等生意，积累了一些资金，因此他
非常感谢滨州，认为这个城市给
了他们创业的宽松环境和经营灵
感，然而最让他感动的还是朋友
的帮助。

“当时做生意的时候需要一
些帮忙，有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
非常慷慨地借给我钱，也不问我
什么时候还。他对我的这种信任
让我很感动，也正是因为他，我才
开始想如何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传递下去，这才开了这家餐馆。”
于是，郑安涛从2013年年底开始
着手操作，把地点选在了滨州医
学院附属医院北门附近，一个月
前正式营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家人的支持，如果没有我对
象做我坚强的后盾，我是无论如
何也开不起这个店来的。”

开业一个月以来，小餐馆平
均每天都要接待50个人左右，加
上器材、食材、房租等费用，郑安
涛开业之初每天都要赔上几百
元，“现在情况好点了，每天能有
不到100块钱的亏损了。”郑安涛
说，自己开的是爱心餐馆，目的很
单纯，就是推广素食，聚集善意和
爱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正
能量。“当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也
不是一分钱不赚，只要能保证餐
馆正常维持，多出来的钱我会都

捐给教育事业，一分不留。”
经常来这里吃饭、义务帮忙

的宋晓瑜说，因为郑安涛的行动
感动了她，她才会主动留下来当
义工，“在大学里学习的是知识，
在郑哥这里学习的是做人的道
理。以前看多了社会上的人情冷
漠，在郑哥这里看到了社会的温
暖，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

里吃饭的原因”。
虽然“爱心斋坊”开业仅仅一

个月，但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汇集
爱心的平台，人的善意和爱心在
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并一步步传
递下去。“我想着未来能有一天，
爱心斋坊可以开成连锁店，把爱
心、正能量一直传递下去。”郑安
涛说。

最近一个月以来，滨州
市区出现了一家特殊的小餐
馆，不仅向所有人开放，还可
以免费吃到热腾腾的午餐和
晚餐，只不过全都是素食。这
家餐馆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北门附近，名叫“爱心斋
坊”，从头到尾只有老板郑安
涛一人在忙碌。餐馆才开办
一个多月就被不少市民熟
知，也让更多爱心人士聚集
在这里，把这份爱心持续传
递下去。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张牟幸子

25日中午12点左右，不少顾客来“爱心斋坊”就餐。

郑安涛给大家准备饭菜，还送到餐桌上。

顾客在吃完饭后都会主动刷碗。

多多部部门门联联合合端端掉掉一一黑黑化化工工厂厂
该厂藏身于一家乳品加工厂内，没有相关环评手续

本报3月25日讯(通讯员 袁
东 孙剑冰 记者 李运恒)

近日，“12369”环保举报热线频
频在夜间接到市民举报，在新立
河附近经常闻到一股强烈异味。
经过市环保监察支队、滨城环保
分局多次巡查发现了这家以甲
硫醇钠为原料的小化工厂。25
日，滨城环保分局、公安分局、彭
李街道办三部门执法人员联合
取缔了这家黑化工厂。

25日，滨城环保分局、公安
分局、彭李街道办三部门执法人
员来到新立河黄河十五路北附
近，经过一条蜿蜒的小路来到一
家名为奥纳特乳品加工厂的厂
区。据知情人介绍，这家乳品加
工厂已经废弃，而一家小化工厂

就藏身在这片废弃厂区内。
执法人员进入厂区后，就闻

到甲硫醇钠的气味，再向里转了
几个弯，就看到一个外貌破旧的
厂房，厂房后是个巨大的渗坑，
坑里是满满的黑水。走进厂房，
穿过堆积着的高高原料袋形成
的小过道，可以看到一台崭新的
设备，以及巨大的罐体、繁杂的
管道。在厂房的北面有排平房，
有几个工人正在休息，旁边一个
小型化验室，摆满了瓶瓶罐罐和
一些简易的化验设备。

据几个工人交代，这个厂子
刚刚建成还不到一周，现在只是
试生产，并且只在夜间生产。老
板是德州人或淄博人(目前在
逃)。

据环保人员介绍，甲硫醇钠
是一种外观为无色透明的液体，
有恶臭，为强碱性液体，可作为
农药、医药、染料中间体的原料。
这家小化工厂以甲硫醇钠为原

料，且没有相关环评手续。
目前，两部门执法人员当即

切断电源，公安部门将几名工人
带走询问。环保、公安两部门也
将对此案做进一步调查。

这小广告贴得真高

随着城区小广告整治力度的
不断加大，小广告张贴的位置也
越来越高，沿街楼、居民楼的二楼
以上，甚至大型立柱广告上都有
小广告的身影，很多小广告离地
面3米以上。

这些“高空小广告”大多是信
用贷款宣传广告，不仅存在一定
的治安隐患，还给城市管理部门
的小广告清理工作带来的很大困
难。下一步，市城管监察支队会把
多次出现的“高空小广告”号码加
入“城管追呼系统”，并对非法张
贴者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本报通
讯员 李梦淑 摄影报道

厂区简陋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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