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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人物

从小小邮票到毛主席纪念章，老栾的藏品数万件

他他梦梦想想开开个个““红红色色藏藏品品””博博物物馆馆
在工业南路小鸭集团宿舍院6号楼西侧，有几间毫不

起眼的小平房。平房的主人叫栾秉霖，平房中堆放的就是
他视若珍宝的收藏品——— 他称作“红色藏品”的老物件儿。
看着这些上万件的“红色藏品”，老栾梦想着开一个“红色
藏品”博物馆。

心存法律梦

跨行当律师

刘纯清，德州临邑人，从
2000年正式踏上律师的岗位到
现在，已经整整十四个年头了。

“我从上中学那会儿就对法律工
作非常向往，高考填报志愿的时
候，第一志愿就是法律专业。不
过阴差阳错进入了一所师范学
院的英语专业。”刘纯清说，他毕
业后去了一所高中当了英语教
师，但做律师一直是埋藏在他心
底的一个愿望。

教师工作一做就是8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开启了刘纯清心
中的那个梦想。“当时一个朋友
也是从大学的其他专业毕业，考
取了律师资格证。原来不是法律
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做律师的机
会。”刘纯清说，他报名律师资格
考试，高分通过。有了律师资格
证，刘纯清离开了教师岗位，开
始在律师事务所实习。

“那时候特别努力，就是想
把接手的每一个案子都尽心尽
力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极
致。”刘纯清说，虽然还在实习
期，但是他处理的案子有时候比
正式律师还多。

实习期结束后，刘纯清从家
乡来到了济南，作为律师行业的
新人，他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朋
友也会给介绍一些案子，但是不
能总靠别人介绍，没有案子上门

是很让人头疼的。”刘纯清说，他
曾自己主动出去找案子，很多时
候都是被人拒绝，但他不放弃，
一次、两次、三次……后来接到
的案件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
越高。

在四地成立

公益维权基地

随着办案经验的不断积累，
刘纯清决定开办自己的律师事
务所。2008年6月，山东明湖律师
事务所创办成立。律所刚一成
立，就与山东省综治办、山东省
妇联合作成立了妇女维权岗，开
始进行大型公益普法宣传、免费
法律咨询服务等活动。

为何想到要为弱势群体公
益维权呢？刘纯清说，这要从12

年前的一场官司说起，“那场官
司对我触动很大，现在想起来还
是很心酸。”

2002年，刘纯清接了一个官
司，“原告与被告在村里是邻居，
因为一些琐事起了争执，被告把
原告打伤了，但是却拒不道歉和
赔偿。双方势力差别很大，原告
家里很穷，人又老实，被告有权
有势有钱，派头很大。”刘纯清回
忆说，后来官司赢了，原告家里
千恩万谢，把家里最值钱的东
西——— 一头老母猪杀了换钱支
付的诉讼费等费用，“现在想起
这些心里还很不是滋味儿。”

这件事让刘纯清切身地认
识到妇女儿童等贫困弱势群体
在法律援助方面的失势，这促使
他决心搭建一个平台，开展公益
维权。据了解，截至目前，刘纯清
的明湖律所已先后在高新区、章
丘市、市中区二七新村、德州临
邑四地成立公益维权基地，为妇
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农民
工等各类弱势群体提供全程免
费法律援助。

为30多位女企业家

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在进行公益维权的过程中，
高新区公益维权基地接待的一
位刘女士让刘纯清印象深刻。

刘女士50多岁，在一档购物
广告中看到一种号称能一个星
期让白发变黑的乌发养颜茶。广

告中的神奇效果，让刘女士心
动，当即花1380元购买了10盒

“乌发养颜茶”。可刘女士在服用
后却因过敏出现病危状况，而医
院的诊疗结果也表明，她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其喝的“乌
发养颜茶”有直接关系。刘女士
立刻打电话向厂家说明了情况，
要求退货并赔偿她住院治疗所
花费用。但厂家则一直推卸责
任，拒不赔偿。

得知高新区妇联与山东明
湖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高新区
公益维权基地后，刘女士向刘纯
清律师述说了事情的始末，刘纯
清当即决定免费一帮到底，仅仅
10天时间，此例公益维权案件圆
满结束。

除此之外，还有例如房产、
赡养、下岗、离婚等等各类问题
的案件，当事人都在刘纯清和
明湖律所团队的援助下，得到
了满意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刘
纯清还带领明湖律所与30多位
女企业家签署了免费法律顾问
合同，为女性企业家在事业发
展初期减轻困难，为妇女发展
问题提供法律支撑。从明湖律
所成立至今，已免费为100多名
家庭困难的涉事人提供了法律
援助。

在公益维权的道路上，有欣
慰也有艰难，“收到的恐吓、威胁
太多了。”刘纯清说，“但是我从
来都不怕，我做律师这一行对得
起良心。”

给给予予百百余余困困难难家家庭庭免免费费法法律律援援助助
刘纯清：“我做律师这一行对得起良心”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媛媛

在济南高新区世纪大道与工业南路交叉口的人行道旁
边，立着一块蓝色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公益维权基地”几个
大字，这是济南高新区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处法律援助中心，
设立这块牌子的是刘纯清和他的律所。自律所成立以来，他
和他的团队已经免费为上百个弱势群体维权，而面对恐吓和
威胁时，他说，“我做律师这一行对得起良心。”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媛媛

刘纯清和他的弱势群体维权基地。

三间小平房堆满收藏品

一个50平方米大小的平房
被栾秉霖分隔成三间。推开第一
间房的房门，一辆砖红色的独轮
手推车和七八辆黑色二八自行
车跃入眼帘。“这些自行车都是
三四十年前的，现在都还能骑
呢。”老栾介绍说。

第二间房被几件老式家具
和五六个藤制、木制的大箱子堆
得满满当当，只剩下一条狭窄的
过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过。老栾指
着箱子说：“里面全是我的收藏
品，这房子空间太小，又比较潮
湿，我就把它们收到箱子里了。”

第三间房是面积最大也是

东西最多的房间。墙壁上贴满了
建国初期的各种招贴画、宣传海
报，还有很多共和国领袖的照片。
地上、桌上满是各种老式物件，小
到一枚邮票，大到一块匾额，还有
像章、手表、语录、水杯、毛巾……
只要是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这一
时期的，只要和“红色”相关的物
品，老栾都收集起来。

说起藏品的数量，老栾一边
说一边打开了桌上的一个小木
盒子，“有几万件吧，你看看，光
毛主席像章就上百个，还有那些
成沓的邮票、粮票、海报，没法计
算了。”

老栾收藏的部分毛主席像章。

收藏花了多少钱自己都没数儿

老栾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
末，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我
1975年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年年都是先进标兵。”老栾自豪
地说，以前的奖状、奖品他都还
留着，他之所以喜欢收藏“红色”
物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这一爱好一发不可收拾。

当被问到收藏这些物件花
了多少钱时，老栾笑着说：“也算
不清花了多少了，没数儿了。收
藏这些纯粹就是我的业余爱好，
就是喜欢。”老栾说他喜欢买，喜
欢收藏，喜欢和有共同爱好的朋

友互相交流，“现在我这个地方
就是免费向大家开放，谁喜欢都
可以过来参观。”

据老栾介绍，自己以前经常
去文化市场和中山公园的书摊
等地方，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交换
物件，或出让部分藏品买进新的
藏品，或和朋友们单纯地见见面
聊聊天，是他业余时间最喜欢做
的事儿。

不仅如此，老栾对整个世界
的政治、经济、军事、气候环境等
方面问题也十分感兴趣，可谓爱
好广泛、涉猎丰富。

梦想开个红色藏品博物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让大家都能欣赏到我的藏品。”
老栾说，现在的生活好了，什么
东西都能买到，但是过去的东西
不能丢，不能没人传承，“这些老
物件儿代表了咱们国家曾经的
一个重要时期，时代气息、色彩
非常浓烈。”

据说，曾经也有人帮老栾联
系了一处名为“知青之家”的展
览点，可以摆放他的这些老物件
儿，可是因为地方离家太远，而
且还要照顾年迈的父亲，他最终
婉言谢绝了。

“这里条件不行，地方不够大，
东西也容易受潮，希望能有个合适
的地儿，好好地保存和展览它们。”
老栾说，在他目前简陋的环境中，
纸质的物件儿大都已经变黄，有些
甚至长出霉点，对这些物件儿的完

好保留和传承非常不利。
看着这上万件的红色藏品，

老栾有一个想法，他想开个“红
色藏品”博物馆。

周总理像是老栾最喜欢的藏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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