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最爱爱种种菜菜，，患患病病后后还还帮帮扶扶贫贫困困村村
“蔬菜大王”陈明利被追授为“齐鲁时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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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晚，“齐鲁时代楷模”
发布仪式举行，省委宣传部追
授莱芜市莱城区明利特色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原党支部书
记、理事长陈明利同志“齐鲁时
代楷模”荣誉称号。

因为家贫，17岁的他无奈
辍学务农，却靠自学成为蔬菜
专家。如今，他发起成立的明利
特色蔬菜专业合作社已有社员
217人，累计分红155万元，带动
周边60多个村、3000多户农户
走上致富路；他主动请缨帮扶
的省级贫困村邵家庄，蔬菜大
棚已经播下了第一批韭菜种
子。这一切，因胃癌已经去世半
年的陈明利再也看不到了。种
了一辈子菜，弥留之际，他念叨
的还是没种够，“如果老天再给
我五年，我一定把合作社建成
全国示范社……”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记者
朱文龙）“中建信和”首届

公益彩虹跑暨2017山东（济南）
首届地标马拉松系列赛长清湖
站，5月6日与您相约济南市园
博园。活动限额1000人，报名费
30元/人。活动结束后，组委会
将把所有报名费进行定向公益
捐助。

5月6日清晨，济南市区的
报名者可凭号码布乘坐免费大
巴前往现场，并参与到现场的
假面舞会等热身互动游戏中。
开幕式上，此次活动的联合主
办方济南中建信和置业有限公
司，将首次发布物业标志及物
业形象（U班长），推出“有鱼”

公寓形象，并公布中建·长清湖
业主兴趣社群、启动第二届中
建·长清湖社区邻里文化节。

为给广大市民提供更广泛
的健身机会和更丰富的运动体
验，本站活动特别设置了诸多
游戏互动环节，最大限度地满
足亲子、情侣、朋友等不同群体
的欢乐体验。5公里的彩虹赛道
将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
快乐PARTY。以幸福、敬老、爱
家、友邻、亲子、修身、敬老、富
有等关键词为主题的7个站点，
还有精心设置的青春手印墙、
彩色障碍跑等互动环节，让所
有参与者在七彩的氛围中共同
踏上一段特别的欢乐之旅、友

谊之旅和爱心之旅。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周末

盛会。5名特邀自媒体大V和2
位美女主播将与大家一起跑。
除了组委会安排的专业视频直
播之外，这些参与到活动中来
的自媒体大V和靓丽网红，也
将以他们的视角传递赛道上的
欢声与笑语。

更有“最美笑容”互动摄影
大赛等您参与。所有参与活动
的朋友或现场观众，都可拿出
您随身携带的手机或相机拍摄
赛道上的美丽画面参与评奖。
组委会将公开选出一二三等奖
总计30名，予以特别奖励。

同时，活动的联合主办方

齐鲁晚报和济南中建信和置业
有限公司还特别约定，此次活
动收取的所有报名费，都将以
所有选手的名义进行公益捐
赠。待具体捐助项目敲定落实
后，报名选手还可在线下载公
益捐赠证书。

活动规模限定1000人，报
名费30元/人。完赛可获得公益
纪念奖牌、完赛补给和免费抽
奖机会。本站活动不设名次、不
计时。只要在规定时间内集齐7
色手环的参与者，都可以获得
免费线上抽奖机会。中奖几率
不低于60%。

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24日
17:00。

最最炫炫彩彩虹虹跑跑邀邀你你一一起起踏踏上上爱爱心心之之旅旅
地标马拉松·长清湖站报名开启，报名费将全部捐赠公益

辍学郎

变蔬菜专家

因为家境贫寒，17岁的陈明
利不得不辍学，这个农家少年从
此立志要从田间地头闯出一条
脱贫致富的路子。

没有技术，他边种植边摸
索；没有文化，他利用一早一晚
自学。为了把书本知识转为实用
技能，他在自家承包的地里一遍
遍搞实验。他陆续发明了大棚阴

阳种植法、韭菜日记、黄瓜套袋、
水果芹菜等，成为远近驰名的

“蔬菜专家”，更是村里首个种菜
“万元户”。

赚了钱，却毫不藏私。1998
年，陈明利自筹资金创办农业科
技服务站，每年投入万元以上，
先后组织举办各类培训班和技
术推广会。

2007年，陈明利发起成立了
莱芜市首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组织——— 明利特色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为了避免大锅饭，陈
明利设立了“鲤鱼跳龙门”奖，年
终根据社员出勤时间、岗位轻
重、蔬菜质量等因素设“贡献
奖”。每年3月，合作社都要召开
社员分红大会，股金最多的陈明

利却要求把交易量分红比例提
高到80%。“这样很多社员拿得
比他还多。”明利蔬菜合作社办
公室主任宋晓霞说。

66岁的亓召信是合作社的
元老级社员。去年，亓召信光工
资就挣了三万多元，还有九千
多元的分红。“钱挣得多了，还
省心了。”

致富不忘

带乡亲

陈明利曾说；“我建合作
社不是为了自己富，而是为了
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
处。”成立第一年，因为没打开
销路挣不到钱，陈明利自掏腰
包2万元给社员分红。

以前，老百姓辛苦种出的

菜，一斤常常只卖两三块钱，
辛苦一年没挣下多少钱。陈明
利依托农业科技服务站，对贫
困农户免费提供“科技套餐”
服务，晚上回到家，常常累得
走不动路。

一开始有人不信任甚至

误会他，委屈得他几乎要掉
泪。妻子心疼地唠叨：“咱搭上
钱、搭上功夫，到头来落下这
个名声，图啥？咱不干了。”陈
明利摇头：“啥也不图，我是从
小穷怕了，不想让乡里乡亲和
下一辈再过那种苦日子。”

陈明利发明的阴阳大棚
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如今在
莱芜已有上千个，受惠群众
500多户。10多个贫困村、5000
多名贫困人口因为他的测土
配方施肥法而摘掉了头上的
穷帽子。

放得下自己

放不下合作社

2015年，国家吹响扶贫冲锋
号，陈明利到高庄街道主动请
缨，要求与石湾子、赵家峪、邵家
庄三个省级贫困村结对子，提供
技术支持。第二天他就一头扎进
邵家庄村，下地取土化验，到老
百姓家里走访。

此时的陈明利，因为常年奔
波忙碌加上饮食不规律，已经查
出胃癌晚期。刚做完化疗，他却
不愿休息，像是要和时间赛跑。

就在邵家庄项目动工前夕，因为
病情恶化，他再次住院。躺在济
南医院病床上，他还一再嘱咐二
弟陈明新带上蔬菜大棚的建设
图纸，“我再完善完善，再完善完
善……”第二次手术麻醉前，他
向医生说：“大夫，请一定要让我
醒过来，合作社还有一百多人等
着我吃饭呢！”

一场大病，两次大手术，七
次化疗，让这个2014年刚付了30

万元旧村改造房款的家庭，连一
天新房都没住上，就不得不把房
子卖掉。急需用钱的关头，陈明
利却把房子以平价卖给了社员，
方便社员接送孩子上学。和丈夫
结婚20多年，亓明兰说，丈夫是
个不折不扣的“菜疯子”，“成立
合作社后，每天早上6点就上基
地转悠，冬天打着手电去。”丈夫
去世后，她整理相册时发现，丈
夫有各种在菜地里和菜及社员

的合影，却找不到一张一家三口
的全家福。

2016年10月17日，还差3
天满50岁的陈明利永远闭上了
双眼。他对妻女、对兄弟和社员
小组长说得最多的，就是他这
一辈子最爱的就是种菜，“种了
一辈子，也没种够啊。如果老天
再给我五年时间，我一定把合
作 社 建 成 一 个 全 国 示 范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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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雯颖

生前，陈明利说他最爱的就是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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