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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一技之长为别人服务，每天都是开心快乐的”

日照这位理发师，5元理发20多年不涨价

文/片 郑玥 通讯员 王文淇
王飞达 马朝纲 日照报道

一开就是34年的小店

小店“藏”在村头路边一角，没有门
面，没有名字，门前高大苍劲的银杏树
和斑驳的蓝色木门，就是这家“5元理发
店”最显眼的标识。

宋常君是这家理发店的主人，15岁
初中毕业后到济南的一所技校学习了
理发。谈起学理发的初衷，宋常君说，当
时村里没有理发店，而且家里人都很支
持，但没想到的是，这家店一开就是34
年。

不到20平方米的小店内，一面镜
子、一把理发椅，还有几张供客人等候
的连椅，都是陪伴了宋常君几十年的

“老伙计”。尽管没有时下理发店的“高
大上”，但凭借自己精湛的手艺、实惠的
价格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店里的生意一
直红红火火。

身着红色的工作罩衣，手上动作娴
熟麻利，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是许多
老顾客对于宋常君的印象。

“她要是有事开门晚点儿，门口就
排起长队了，理发手艺真是没的说，而
且价格一直5元，这都20多年没涨钱了
吧！”说起宋常君，几十年的老顾客张守
法竖起了大拇指。

涨价会心里过意不去

从1990年开店的8毛钱开始，宋常
君的理发店一直价格“亲民”。这些年，
周边理发店的价格普遍涨到了20—25
元，但宋常君的小店，理发价格却“定
格”在了5元。

为啥一直不涨价？“理发店是自家
的房子，没有租金，而且这不是挣大钱
的买卖，剪个头发收一二十块钱，我总
感觉不好意思。”宋常君微笑着说，理发
的多是街坊四邻，而且很多都是老年
人，他们本身手里没有多少钱，不涨价
就当是为大家服务了。

老客们有时候也劝她涨一点儿，但
是宋常君只是笑笑，价格还是那个价

格。她总觉得要是涨价，心里过意不去。
在宋常君看来，理发店除了赚些日

常开销，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生活也变得
更加充实有乐趣。因为热情爽朗的性
格，即便有的村民不理发也爱找她闲聊
几句，渐渐地，顾客都变成了朋友，小店
里也从不缺少欢声笑语。

顾客心中的小太阳

“现在，我的许多顾客都从青年成
了爷爷奶奶辈。他们有的还带着自己的
孙子过来理发，这也是大家对我的信
任。”宋常君指了指旁边，“老乔就是我
30多年的客户，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还是
小伙呢！”

“那时候你也在识字班，现在我们
都老了。”乔征欣接过话茬笑呵呵地说
道，“这么多年我们这些老顾客还是找
她理发放心，许多住在城里的也在周末
专门来找她呢！”

尽管每天都很忙碌，但有些年纪大
或者出门不方便的顾客，只要打上一个
电话，宋常君都会抽出时间,上门提供
免费理发服务。“她在我们心中就是一
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发暖，走到哪
里哪里发光。”79岁的丁元英老人握着
宋常君的手说道。

此外，她还经常到养老院参加义剪
活动，“谁都有难处，这点小事我能帮忙
的肯定是要帮一把。”宋常君笑着说，

“老人都把我当自己孩子看待，上门理
发他们也会薅一把自己种的菜送给我，
我心里也是热乎乎的。”

20年不涨价，这是宋常君与街坊四
邻坚守的约定。深藏市井的小店，流淌
着街头巷尾的人情味，也留住了岁月静
好的“独家回忆”。许多顾客说这是一家
温暖人心的小店，而宋常君自己则说

“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别人做点服
务，每天我都是开心快乐的”。

守着这小店，客人进进出出，宋常
君的心是越来越安宁，这些年店里的老
客越来越多，自己的小家越来越幸福。
谈到理发要做到多少岁时，她说，这门
手艺坚持了这么久，只要自己身体允
许，能做到多少岁就做到多少岁，她会
一直坚持下去。

文/片 陶春燕 崔宇晴
通讯员 刘明明 聊城报道

变废为宝
木材下脚料当基料

“一级的短且有粗度，二级的
稍微长点但也有粗度，再长的话
就是三级的了。”张高虎是菜屯镇
凤凰新村周桥网格党支部书记，
也是菜屯镇首批种植赤松茸并最
先吃到“红利”的人。他口中的“级
别”，是赤松茸在市场上的分类，
一级赤松茸的单价能卖到15至17
块钱，二级的能够卖到9至10块钱，
三级的也能卖到5至6块钱。

张高虎种植赤松茸已经有四
五个年头了。菜屯镇林木资源丰
富，林下闲置土地众多，镇党委从
夏津了解到了林下赤松茸的种植
项目，觉得不错，决定一试。“第一
年种了50亩，第二年种了20亩，但
这20亩的效益比50亩还要多。”此
前，照搬套用的种植方法并没有
带来预想中的高收益，由于缺乏
种植经验，再加上销路并未成功
打通，第一年，张高虎没有挣到钱。

老百姓看到新项目不挣钱，
纷纷产生了退意。但张高虎不怕，
铆足了劲儿寻方法，经过多次请
教专家，他发现，菜屯镇每天都产
生的大量木材下脚料，正是培育
赤松茸的好基料。“原来用的是从
外边买进来的稻壳、豆壳，只能起
到支撑作用，但不含营养，还不少
花钱。后来把这些去了，只使用当
地的树皮和玉米芯。”张高虎称，
用树皮培育出来的赤松茸口感
好，产量更高，赤松茸收获后，这
些基料原地粉碎成为有机质，还
能对树木生长起到作用，“比不种
植赤松茸的林子，采伐的时候能
多卖三四百元”。

省心又增收
1亩地年收入1万元

林下赤松茸种植，既能充分
利用木材加工废弃的下脚料，又
唤醒了全镇闲置的林下资源，形
成了“沙地种树-树木旋皮-树皮
种赤松茸-基料还田养树”的绿色
产业循环，取得了1+1＞2的效果。

“不能上肥、不能打药，必须
纯天然生长，一打药它就会死
亡。”赤松茸的生存环境必须保证
绝对的天然性，这个要求，反倒减
轻了张高虎的工作负担，且赤松
茸对土壤没有要求，只需要气候
阴凉，温度保持在20℃左右，就可
以生长得很好。用张高虎的话说，
在合适的条件下种植赤松茸，就

可“撂地里不用管”，静待收获。
菜屯镇种植的经济林一般六

年一采伐，张高虎称，成长三年的
树林用来种赤松茸最好，因为够
高够大，可以遮阳。赤松茸一般情
况下不重茬，避免受到杂菌的影
响，“今年在这里种，明年就挪个
地方，菜屯有的是林子。”说到这
儿，张高虎满满的底气，数不清的
林地，给了当地种植赤松茸最大
的优势。

现在，菜屯镇由新村党委领
办赤松茸种植合作社，采取“新村
党委+合作社+联建企业”的方式
筹集资金，发展种植基地，菜屯镇
赤松茸种植面积有100多亩。赤松
茸一年两收，一亩地的年产量有
三四千斤，去除成本，年收入在1
万元以上。“成本一开始比较高，
一亩地要投入六七千元，现在只
需要三千五左右。”张高虎说。

冬闲变冬忙
带动“银发族”就业

赤松茸八月底九月初开始种
植，45天时间即可出菇，年前的采
收期在40天左右，“只要不上冻就
会一直出，-2℃以后就不太行
了。”春节过后，赤松茸从4月份便
可以采摘，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

“但今年特殊，气温上升得慢，
六一的时候还在采收，超过28℃
就不出了。”张高虎说。

赤松茸到了成熟期，需要天
天采摘。菜屯镇瞅准这个机会，又
带动了镇上的一批“银发族”就
业。“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来采
个蘑菇也不会很累，一天能挣个
七八十元。”张高虎称，自己的40亩
地在收获的高峰期一天需要60个
人，低峰期需要十余人，这在一定
程度上给老人增加了一部分收
入，带动了乡村振兴。

采收的赤松茸快速打包冷
存，大部分都是以鲜货渠道往外
售卖。张高虎称，自己已有固定经
销商，最近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
询问，“这几年省心了，从种植到
销售都不成问题，去上海隔天就
到，那里的市场销售量很大，一天
就能卖上千件(五斤一件）”。

此外，菜屯镇还将赤松茸
加工成盐水菇、做成赤松茸酱，
延长产业链，也增加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形成地域特色品牌，
集体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这一道舌尖上的美味，被送
到远方的餐桌上，将丰收的喜悦
留在了村民的脸上。赤松茸破土
生“金”，冬闲变冬忙，让菜屯镇又
拿到了一把以特色种植业助农致
富的“金钥匙”。

“您来啦！进来坐坐，这个老人家剪完就到
您啦！”上午8点，在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碑廓三
村一间简陋理发店里，49岁的理发师宋常君看
到客人进店，赶忙热情招呼。宋常君手艺精湛，
20多年来坚持每次只收5块钱的理发费，在周边
村民中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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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常君开理发店30多年，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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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聊城
市茌平区菜屯镇的赤
松茸迎来收获的黄金
时节。杨树林下，用竹
棍看似随意地拨开灰
黄的落叶，一朵朵赤
松茸便展现在眼前。

赤松茸富含多种
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及
维生素，其鲜食的口感
与松茸极为相似，价格
却比松茸低廉很多，深
受人们喜爱，有着“菌
中之王”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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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眼下下正正是是茌茌平平区区

菜菜屯屯镇镇赤赤松松茸茸收收获获的的

黄黄金金季季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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