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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文/片 本报记者 于鹏飞

29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
莱城区庞家岭沿街一处废品
收购站，老板乔春清和爱人许
女士正忙活着往货车上装成
袋的玻璃瓶子。记者到达时，
玻璃瓶已装满整车，但他俩仍
不能歇息一下，赶着和收购人
去附近过磅、付款。夫妻俩一
直坚持实实在在做人，即使现
在生意不景气，他们依然坚持
着自己的原则：绝不坑老百姓
一分钱！

废品回收不景气

为生计咬牙坚持

来收购站回收玻璃瓶子的是
一对小两口，男主人是来自新泰
市的胡顺忠，凌晨4点半，他和妻
子就从新泰老家开着货车赶来，

“10点半装完了要接着赶回家把玻
璃瓶一个个分类，然后给玻璃厂
送过去，一天最多挣150块钱，家里
小孩今年3岁了，还有老人需要照
料，家那边也没有景气的厂子，目
前只能干这行了，虽然累些。”胡
顺忠说。

送完了新泰的这家收购商，
乔春清和许女士总算抽出空闲时

间和记者聊聊废品回收生意。“我
们是从2010年9月份搬到庞家岭
的，经营这家店刚满3年半，之前
在老家方下镇种地，但那边水源
少，庄稼老是干旱，收成也不好，
所以就来城里干些废品收购的买
卖。”

谈起今年的废品回收生意，
今年 4 6岁的乔老板叹了口气说
道：“目前除去生活费、房租，基本
上就没有结余了，我估计今年废
品回收站停了近20家，而且今年
赊账的情况比较严重，现在外面
欠我们将近2万块，这都是周转资
金啊!”

“今年要数铁最不值钱了，1

斤回收价是8毛，转出去卖也是8

毛，不光不赚钱，还倒贴钱。废纸
箱子好点的一斤回收价是两毛
钱，一吨是400元，我们送到打包
厂才卖 4 8 0元，1斤也就赚个 4分
钱。另外，1个啤酒瓶子才赚两分
钱，现在收购价都很透明，基本上
没有利润空间了。”乔老板向记者
讲述道。

“破烂王”诚信经营

绝不坑老百姓一分钱

记者了解到，从事废品回收
生意这一行是个纯体力活，外人
不能理解其中的苦与累，曾经活
跃在废品回收行业的一些年轻

人，近些年纷纷选择外出打工，
而多数年龄较大的人因为工作
不好找，选择继续在一行奔波。

“忙活了一天，真是累得腰酸背
痛，而且吃饭也不固定，有时到
了饭点，遇到上门来送废品、收
废品的，就要赶紧去院里忙活。”
许女士对记者说。

虽然废品回收生意越来越难
做，但两个人一直以诚信为本，

“碰到老弱病残的，我俩都要上门

去服务，绝不坑老百姓一分一毫；
碰到有人来卖铁路上的设备和通
讯线缆，我们都不会回收，违法的
买卖再赚钱也不干。”乔老板坚定
地说。

乔老板说，我们两口子没别
的，就是要实实在在做人，人家
说劳动最光荣，我们夫妻俩希望
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今后收入
能够得到一定的上涨，生意越干
越好。

文/片 本报记者 陈静

菏泽的赵超洪夫妇到莱芜已
经12年了，初到莱芜他们从事家政
服务行业，后来赵超洪夫妇开始
卖肉夹馍，一干就是九年。现在他
们已经融入了莱芜人的生活，赵
师傅告诉记者，他现在已经成了
半个莱芜人。热心肠的夫妻俩多
次拾金不昧，受到了附近小区居
民的尊重，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许
多小区居民把赵师傅的小摊当成
了物品存放点。

在来莱芜之前，赵师傅有着
十几年的“西北漂”经历。赵师傅
告诉记者，在兰州生活的十几年
的时间里，学了一手好厨艺，其
中面食是他的绝活。“现在能卖
肉夹馍多亏了那段在兰州的生
活经历。”赵师傅说，刚到莱芜的

时候他跟着大哥从事家政服务
行业，“家政受季节和节日的影
响很大，旺季很忙，但是到了淡
季生意就不行了。”为了今后的
生计，赵师傅夫妇决定利用自身
的优势，摆摊卖肉夹馍。从那时
起，赵师傅便在文化路某小区卖
起了肉夹馍，一干就是九年，风
雨无阻。记者看到，赵师傅用简
易的帆布为小摊搭起了一个棚
子，“只要冬天能挡挡风，夏天挡
太阳就行。”

周围居民告诉记者，赵超洪
夫妇曾多次拾金不昧，他们的肉
夹馍摊也成了小区居民物品的寄
存处。“去年在路上捡到一张30万
的保单，当时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了失主。”赵师傅还曾将捡到的手
机亲自归还到失主单位。赵师傅
说，只要能联系到失主的他就赶

紧打电话通知，联系不上的只好
交给警察处理。“在这卖肉夹馍这
么多年了，抬头不见低头见，只要
我们能帮忙的肯定帮。”不少小区
居民经常在赵师傅这里寄存手
机、钥匙还有快递，“这些都是小
事，我们闲着也是闲着。”赵师傅
说。

“前几年我的小摊基本上是
靠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后来学校
搬迁了，生意只能靠上班族了。”
赵师傅说，为了能使生活更好一
些，赵师傅和妻子守着小摊的时
间会比较长，“我早晨四点就出门
了，只有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见
到孩子。”赵师傅告诉记者，他的
儿子上高中。每到饭点的时候妻
子就回家给孩子做饭，他坚守在
小摊上，“这些年了，没好好陪过
孩子。”

“我的驾照考了两年了，希望
今年能考出来。”赵师傅告诉记
者，考出驾照来以后，他打算买个
小货车，来回拉食材，这样就不用
妻子成天骑车回家拿了。“这么多
年在露天摆摊，我还想今年能弄
个铁皮小屋，让我们的小摊也有
个家。”

“破烂王”：

生生意意难难做做但但绝绝不不坑坑老老百百姓姓一一分分钱钱

菏泽夫妇莱芜创业卖肉夹馍，热心肠的夫妻是半个莱芜人

小小摊摊成成了了居居民民物物品品存存放放点点

乔老板在整理废品。

今年65岁的张京龙原本
是莱芜市布鞋厂的工人，1998

年布鞋厂破产后，在这个鞋厂
工作了18年的张京龙瞬间失
业了。张京龙选择了自谋出
路，他不断摸索最终干上了马
扎行业，而且一干就干了 1 1

年，如今，他很知足，用张京龙
自己的话说就是“绑马扎的人
不闲着，坐马扎的人还健康。”

4月29日，记者来到莱芜
市官寺商场百货中心，找到了
邻居口中夸赞的张京龙。他正
在砸马扎，每一个马扎他都会
经手，检查后再用锤子砸一遍
折叠处。记者发现在张京龙租
赁的小店铺周围坐着几个聊
天的老太太。“这个地方好多
老头老太太，喜欢坐一块聊个
天什么的。我们这些人有事从
他那拿个马扎坐坐，他从来没
说啥，在他这买他也就给我们
个成本价。”在小摊边坐着玩
的一个老太太说。张京龙在这
已经干了11年了，为周围的老
人带来了很大方便，在这个小
区里住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坐张京龙绑的马扎已经成了
他们的习惯。

1998年，张京龙下岗了，
那年张京龙43岁，对于正值中
年的他可是不小的打击。为了
养家他打起精神自谋出路，期
间他卖过瓷器。2003年，张京
龙选择了如今的行业——— 绑
马扎。张京龙每天7点多钟到
小店铺里，直到下午5、6点钟
回去。他除了拴绳子之外还会
把每一个马扎都检查一遍并
把折叠处砸结实。据周围的人
介绍，张京龙的马扎卖得便
宜，“一个马扎批发9块5，挣5

毛钱，再遇上讲价或让点，也
就赚2、3毛钱。从早上过来一
天一直扎，大不了比别人多干
点，便宜点别人也愿买。”张京
龙说。

“你说就这么小的一个
活，他都得仔细检查了，这么
多马扎他都一个个砸实了。”
周围邻居告诉记者。

当被问及未来的愿望时，
张京龙笑着说：“我这么大年
纪了能有什么愿望，干一行爱
一行啊，就是好好绑马扎，现
在年轻人都坐软和的大老板
椅了，其实我觉得坐坐马扎还
是更健康的，大家坐着好，我
就干得带劲。”

见习记者 杨炜

花甲老人绑马扎

每个马扎都加固一遍

热热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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