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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馒头“蒸”来第一桶金

◆郑晓东日记摘录

“2018年5月14日 古槐馒头调
试成功，广告牌策划出台。”

2014年年底回到村里时，郑晓
东这么形容眼前的景象：大街小巷
杂草丛生，路面坑洼不平，到处是
污水和垃圾……经过选举，上任后
的郑晓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
造村容村貌。

村民姜立蓬在村里生活了55
年。3月19日上午，站在村子的古
井旁，他指向不远处的一处高墙，

“那里以前就是个垃圾场，当年书
记带着大家用了十几天时间把垃
圾清走，后来改造成了如今的生
活广场。”姜立蓬所处的古井位于

“沟里”，三里沟村的名字正是源
于这条沟。以前这条沟跟村子一
样杂乱不堪，经过几年的改造，这
条沟里建起了民宿，成了不少游
客的歇脚地。

郑晓东回村两年后，三里沟
村村貌发生巨变。“不能守着一个
金饭碗要饭吃。”郑晓东开始着手
规划村子的发展，“打造美丽乡村，
一定要发展美丽经济。”

2018年，经过考察和研讨，郑
晓东和村两委成员决定开一个馒
头厂，“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做馒头
的人才。”但这个决定也曾被人质
疑，有人提出，过去村里曾办过20
多家村办企业，无一例外都黄了。
但郑晓东觉得，只有黄的企业，没
有黄的产业。

当时恰逢有一笔100万元的扶
持资金，郑晓东又整合了30多万元
的村资源，把村里的一个老厂房进
行改造，建成了如今的古槐馒头
厂。

2018年5月14日，第一锅古槐
馒头出炉。

馒头蒸出来了，市场在哪儿
呢？郑晓东和3名村两委成员分成
两组，去跑市场。

三里沟村离蓬莱市区不远，一
组人到各个小区门口免费推销，另
一组人到超市推销。

来到小区门口的郑晓东，看到
有行人经过就走上前，将底部印有

“古槐”二字的馒头免费送给大家
品尝。郑晓东的“馒头书记”称号也
由此而来。一天下来，有人尝完觉
得好吃就掏钱买几个，也有人面对

“免费的午餐”充满质疑。剩下的馒
头，郑晓东就自己掏钱买下，送给
原来公司的员工吃。

就这样，每天早上7点多，馒头

出锅后就拉走推销，每组人每天重
点攻克两个小区或两个超市。两个
多月的时间，市场被一点一点打
开，他们“攻克”了12个销售点，零
散销售逐渐变成了订单销售。如
今古槐馒头在蓬莱市的销售点已
增加至37个，还远销全国50多个
城市。

郑晓东还记得2 0 1 8年大年
三十的场景，把馒头卖光，给工
人发完工资，会计算了一下，馒
头厂这大半年赚了7万多元！大
家你看我、我看你，兴奋中眼里
带着泪水，“值了。”

这是三里沟村发展的第一桶
金。早起送馒头的习惯，郑晓东也
保留至今。

摆摊打开果蔬采摘市场

◆郑晓东日记摘录

“2020年2月28日 雨雪，今天最
后一天送菜，大家冒着雨雪没喊一声
苦和累。商量决议馒头厂3月1日开
工。买菜开票程序不对。”

2018年8月，郑晓东获得了一
个外出学习的机会，回来后他就牵
头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准备搞
农业采摘。说干就干。在村里选了
一块土地，开始建两个大棚。与此
同时，郑晓东带着村里人在剩余土
地上种时令蔬菜。

到了2019年，菜种出来了，同
样面临销路问题。有了推销馒头的
经验，这一次，郑晓东又带着两委
成员开始跑市场推销蔬菜。这次他
们选择了2公里外的一个农贸批发
市场。

半夜12点，郑晓东带着人和
菜来到市场摆摊，“快的话，凌晨
两点就能卖出去，我们就能在车
上打个盹儿，凌晨4点回去。”如果
销量不好，凌晨4点左右就会便宜
卖，他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
离开农贸市场，不然就要交5块钱
的摊位费。

此外，郑晓东规定，卖菜收钱
一定要规范，出库入库一定要明
了，摘菜和卖菜的不能是同一人，
卖菜时一定要两个人在场。

2020年夏天，夜市经济兴起。
郑晓东抓住机会，带着两委成员到
蓬莱市区的夜市上推销蔬菜。他们
带着宣传单，让大家现场品尝，顺
便加入购菜群。只要有需要，他们
就免费配送。另一边，他们也在向
周边企业推销蔬菜。慢慢地，蔬菜
市场也打开了。

此时，两个大棚建好了。一个
大棚种草莓，另一个种西红柿。前
期已经积累了一定客源，采摘也
慢慢搞了起来。2019年年底，采
摘开始前，仅靠蔬菜种植，合作社
已经有了5万元左右利润。到了
2022年，合作社的收益超过了20
万元。

老居民房变成特色民宿

◆郑晓东日记摘录

“2022年9月25日 送馒头。姜
成之民宿上梁大吉，木屋工程也快
完成了。张哥的孩子过百岁。”

其实回村不久，郑晓东心里就
有了一个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的念头。但那时时机并不成熟，没
有资金，更没有知名度。

馒头厂和果蔬采摘逐渐步
入正轨，给村集体带来一定收
益。实际上从2019年开始，郑晓
东就着手打造乡村旅游。做的第
一个项目是垂钓园，之后又改造
了村里的一个老旧仓库，建成胶
东美食餐厅。郑晓东一直强调，
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
比如餐厅的运营就承包给了专
门的运营方。

到了2021年，郑晓东和村两委
成员开始打造民宿。村里有不少
保留着历史风情的老房子，其中
54户跟村里签了协议，流转或租
赁下来。现在其中的3套老宅被改
造成风格兼具现代和古朴的民
宿，同样租给了专业的人运营，去
年已经开始营业。此外还有10处
小木屋和两栋树屋正在建造中。
郑晓东调查发现，近期近郊游成
热点，他想抓住机会，为游客打造
一个能静心放松的农家休闲场所。
除了接待游客，也可以承担公司团
建等功能。

古槐馒头加工、果蔬种植采
摘、乡村旅游，经过近10年的改造，
郑晓东带领三里沟村村民，将一个
贫穷落后的乡村打造成一个乡村
振兴样板村。

2024年是郑晓东回村任职的
第十个年头。当年村里93%的村民
投票，希望他能回来。身兼重任的
郑晓东曾反复在想，自己究竟要干
什么，怎么干？几年来，他带着村两
委成员和村民，事必躬亲，一步一
个脚印，将三里沟村改造成了如今
的面貌。

10年来，村里发生的每一件大
事乃至小事，郑晓东都拿笔记了下
来。最开始记录是从商人到村支书
身份的转变，郑晓东需要不断学
习，同时他不想当一个“糊涂官”，
记录下村里发生的大事，将来也有
据可查。

郑晓东还有很多想法，长远来
看，那就是共同富裕，“这条富裕的
道路不是一个村，是一个片区的
村，是全国的村。”下一步三里沟村
要带动周边两个村串联资源，融合
发展，共同发展，“让周边的村也过
得好一点。”郑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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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记者 陈晨 冯沛然

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回到
办公室，郑晓东会在台历和
笔记本上记录下当天的工
作，十年如一日。2014年11月
29日，被街道领导“三顾茅
庐”后，在外经商的郑晓东回
到烟台市蓬莱区登州街道三
里沟村任党支部书记。

从带领村民蒸馒头开
始，工作日记伴随着他带领
村民致富的路程。办公室书
橱里的50多本笔记本，记录
下了郑晓东从41岁到51岁的
人生，更写满了三里沟村的
10年巨变。

村民将老旧的房子改造成民宿，发展乡村旅游。

古槐馒头成功打开销路，为三里沟村带来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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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东每天都会记录下当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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