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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烦心“柿”

柿柿子子有有了了着着落落，，刘刘老老汉汉乐乐开开花花
本报组织爱心采摘，两天摘走4万斤柿子

本报读者栾存宇带着老婆和
三岁的孩子一起来参加采摘。

采摘完柿子后，栾存宇等参加
活动的爱心市民又跟随本报工作
人员一起前往淘金小镇景区和黄
金博览苑。在淘金小镇，看到宋代
镖师的精彩表演，逗得小家伙不停
地笑。在淘金河边，这家人还一起
体验淘金的乐趣。

从衙门督办、镖局驿站，到金
铺银库、酒肆戏楼，本报读者一起
欣赏了宋代招远的建筑民俗、黄金
交易民俗、饮食民俗、娱乐民俗等
繁华景象。随后，读者们还实地参
观黄金博览苑，体验黄金生产的前
世今生。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柳斌

本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金
鹏 ) 烟台已经进入冬季供暖期，
供暖锅炉已经开始运行。近期烟台
市特检院又开始逐步对其进行外
部检验工作。

烟台市区范围内正在运行的
集中供热单位共8家，大约50台锅
炉，目前已经对其中的10台进行了
外部运行检验，发现一般问题3个，
没有发现严重问题。

严抓检验质量

保证安全运行

本报12月6日(通讯员 金鹏)

近日，栖霞市东盛小区有两台20

吨锅炉给小区近千户居民供暖。近
几天，经过试运行，始终达不到理
想效果。当栖霞特检工作站的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主动帮助小区分
析原因，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测试，
经过检测，该锅炉鼓风、引风、链条
速度一切运行正常，分析可能是燃
煤问题。并给企业提出了合理化建
议，收到预期取暖效果。

锅炉有问题

特检主动帮忙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柳斌 王
永军) 近日，本报连续刊发了招远市
张星镇馆前刘家村刘尊利老人40亩
柿子滞销的报道，并组织了采摘活
动。记者了解到，仅5日、6日两天，就
有千余人挤进了这个不大的村子，采
摘柿子4万多斤。如今，刘尊利老人的
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这个村子怎么走，树上还有没
有柿子？”近日，记者不断接到市民的
咨询电话，询问摘柿子的具体路线。
应爱心人士的需求，5日本报也组织
了百余位市民自驾前往进行采摘。当
天，前来采摘的市民有的拎着篮子，
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拿着纸箱，直接
扑向柿子园。

这么多人来摘柿子，可忙坏了老
两口，老人的亲戚朋友也赶来帮忙，
有的帮着接电话回复市民咨询，有的
帮着引导、采摘，有的帮着称重、收
钱。

临近中午，大家都摘了不少，几
位市民把纸箱装得满满的搬都搬不
动，他们只好借来了小推车。市民陈
先生是从福山区赶来，一上午时间和
几位朋友摘了大大小小9泡沫保温
箱，小推车上都堆得满满的，一称重
共210多斤。

由于称重的人太多，队伍排了10

多米，刘尊利只好估堆要价了。“这些
也就10来斤，给5块钱吧。”“这一箱不
少，给10块吧。”记者看到不少市民一
下买了上百斤，一直到了下午，仍不
断有市民前来采摘。

6日是周日，前来采摘的爱心人就
更多了，光大巴车就去了11辆，另外还
有不少私家车。据刘尊利介绍，仅5日、
6日两天，就有1000多位好心人来采摘，
共卖出柿子4万多斤。“前两天柿子卖
不出去，真的愁坏了，现在树上不是很
多了，心情放松多了。”69岁的刘尊利
老人说，烟台的一个酒厂也联系过他，
或许可以将剩下的拉走。

得知刘尊利老人柿子滞销的消
息后，淘金小镇的工作人员也想献爱
心，免费为参加本报自驾游采摘柿子
活动的爱心人提供门票。当天下午，
不少市民还免费游览了淘金小镇。

刘尊利：

树树在在，，希希望望就就在在
记者了解到，4 0亩柿子

树，刘尊利老人已经种了 2 0

年，不过像这样滞销的情况还
是第一年遇到。“前些年都是
大家抢啊，很多水果贩子来
拉 ，不 存 在 卖 不 出 去 的 情
况。”刘尊利说，虽然今年不
好卖，但是并没有打击他的信
心，“树在，希望就在。”刘尊

利说。
今年69岁的刘尊利老人有

两个女儿，如今都已经出嫁，一
个在外地，一个在招远市区，平
时很少回来，只有老两口在家
种地。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
们也曾经劝他享享清福，但是
对于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两口来
说，对家里的地很舍不得。

“干了一辈子活，干活还没
有干够。”刘尊利笑着说，只要
能动弹，家里的地他会一直种
下去。

记者面前的刘尊利老人头
发白了不少，不过身体硬朗，说
话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记者了解到，除了40亩柿
子树，老两口还种了20亩地的

杏梅，今年老人还在空地上种
了一些小树和冬青。

“很多人问我，都这么大年
纪了，怎么还栽小树，打算留给
谁啊。”刘尊利老人说，这些都
不重要，对于种了一辈子地的
他来说，并不想闲着，也不想让
地空着。

本报记者 柳斌 王永军

5日上午，在馆前刘家
村刘大叔的柿子园里，看到
黄橙橙的柿子挂满枝头，场
景十分壮观，本报的不少采
摘团成员称当然不能错过
美景，不少人拿出手机拍
照，留下和柿子的亲密合
影。

拍完美景，当然不能忘
记这次的正经事，采摘柿

子。爱心市民李女士和两个
朋友一起驾车从烟台赶过
来，她告诉记者，看到齐鲁
晚报的报道后，立马就想报
名，来买上一些刘大叔的柿
子。

“一共买了21箱，一共
315斤。”李女士说，三个人摘
了一会，发现采摘速度太慢
了，就给刘大叔留下不少箱

子，让刘大叔帮忙采摘和包
装。

李女士说，这些柿子自
己吃肯定不现实，包装好的
柿子要送给亲朋好友，让他
们在这个冬日吃到这么好
吃的柿子，同时也能帮助刘
大叔解决一些销路，心里就
很高兴了。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柳斌

爱心人士帮忙，一口气买了21箱

在本报组织的采摘团
中，有不少人都是头一次看
到这么大的柿子园，忍不住
地兴奋起来。采摘现场，每
个人也是各展身手，爬树踩
梯，怎么方便采摘怎么来。

市民李女士今年已经
50多岁了，这次跟着儿子一
家过来采摘柿子。为了能摘
到高处的柿子，她便爬起了

树，身手十分麻利，羡煞不
少年轻人。

“高处的柿子采光好，
个大味甜。”李女士说，这些
柿子采摘起来也有诀窍，一
定要采摘那些比较硬的，能
保存几天，高处的柿子一般
个头都比较大，味道也比较
甜。

这边有人爬树，张女

士在那边也踩着梯子，用
剪刀开始采摘柿子。张女
士动作特别快，不一会就
采摘了几箱。采摘现场，大
家 拿 的 工 具 也 是 五 花 八
门，塑料袋、纸箱、塑料篮、
水桶、购物车，全副武装摘
柿子 。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柳斌

梯子、剪刀、购物车，全都搬来摘柿子

市民将采摘完的柿子搬出来。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看到柿子一点
一点被买走，刘尊
利乐得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市民在黄金博物馆尝试抓起
20公斤的金块。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现场花絮

献爱心还能旅游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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