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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在临朐蒋峪大集
上，做缝补生意的曹宗谦格外引
人注目。这种在人们眼中女性擅
长的活儿，他一个大男人做得驾
轻就熟，修鞋、配钥匙等日常修
修补补都是他的拿手活。

聊起来才知道，今年60岁
的曹宗谦不是临朐人，他住在
距此20多公里的安丘郚山镇，
问他为何来蒋峪赶集，他笑着
说：“这里人气旺，还不收费，
远点也划算。”

曹宗谦第一次接触缝纫是
在高中毕业后，那时他在家没事
做，就跟着一个会缝纫的表舅到
潍坊出摊儿，后来父亲觉得这不
是正当营生，就安排他到供销社
工作，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供销
社改革，他才又回到家中。

回家后，他立刻买了缝纫
机，再一次去潍坊做起了缝纫生
意。作为农民，虽然在外跑小生
意，但生性闲不住的他，不但没
有让自家的地荒了，还利用空地
养起了猪、羊。他说，种地是真不
挣钱，但不能丢了农民的本分。

其实，这几年养殖他也没
挣多少钱，一是因为规模小，
二是因为价格波动大。但这丝
毫不影响他搞养殖的决心。他
又租了一片核桃林，在林间搭
起棚子养起了牛，还在林间地
头见缝插针种起了李子、桃等
果树。他说：“总之不能让地闲
着，总之干总比不干强。”这些
地里的营生把他赶集后在家
的时间占得满满的。

曹宗谦和妻子置办了两套
缝纫机，两人分别赶不同的集
市。妻子骑三轮车，赶离家近的，
他开面包车，赶离家远的，夫妻
二人就这样每天赶不同的集。

曹宗谦的一天是非常忙碌
的。天不亮就起床，喂牛，然后开
上面包车出发，五点多来到集
市，先把家伙什卸下来，占好位
置，然后去吃早餐，再回来等顾
客，一干就是一上午。夏季也是
赶集的淡季，因为修路，他连续
几次没来蒋峪大集，今天这一集
才挣了不到30元钱，用他的话讲
这集还挣不出油费，但他却很乐
观地说：“赶集就是这样，你越不
来，别人会以为你不干了，你的
生意就会少”。

因为当天是儿子的生日，刚
过11点曹宗谦就开始收摊儿。马
上上高三的儿子是他的牵挂，也
是他的骄傲：“儿子学习成绩很
好，初中是全校第一，高中一直
名列前茅。”他说自己特别欣慰，
要给儿子创造更好的条件，是他
一刻不停干下去的动力。

▲集上的活计虽都是几块钱的小活，但都是居民的“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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