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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11月25日讯(记者 王
金刚) 为进一步加快特色优势产
品上行步伐，推动品牌兴农强农助
农，根据德州市德城区农业发展状
况及品牌发展规律，挖掘农业独特
价值，充分结合产品属性和农产品
上行需求，11月25日，德城区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尚德诚品”发布,德州
奥德曼葡萄酒庄有限公司、德州永
盛斋扒鸡集团有限公司等首批10家
企业获授牌。

本次大会由德州市农业农村局
指导、德城区人民政府主办，德城区
农业农村局、山东百仕达地标产业
有限公司承办。以“做强区域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与会嘉宾相
继发言，强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是区域农产品的代言，是特定农产
品的一张经济名片，是落实品牌兴
农、绿色兴农、质量强农战略的重
要抓手，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具有超越一般品牌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区域农
产品的代言，是特定农产品的经济
名片，具有超越一般品牌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尚德诚品”品牌以“德
城”两字作为品牌主体，体现区域公
用品牌的地域性;拼音“decheng”创
意组合成“德城”两字;图形中融合了

“蜜桃、西瓜、红酒、樱桃、扒鸡”等德
城区特色农产品，体现了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特性;采用蓝、红、绿等
颜色设计，凸显文化、生态等农业品

牌核心价值。
“尚德诚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

布，打造了涵盖西瓜、扒鸡、葡萄
酒、樱桃、蜜桃五大品类产业的全
链条产品体系，以德州西瓜、德州
扒鸡历史品牌为强力依托，融合现
有的葡萄酒、樱桃、黄河涯蜜桃产
业，以诚信品质，组团形象实现农
产品多产业整体突破，促进区域农
业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为推
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路
径，推动了规模种养、加工转化、商
贸物流、品牌营销、科技创新等协
同发展，实现了产业链提升、流通
链贯穿，真正把区域资源优势、要素
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竞
争优势。

1、德州奥德曼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2、德州永盛斋扒鸡集团有限公司
3、中粮面业(德州)有限公司
4、德州市德城区吃不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
5、益海嘉里(德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6、山东照硕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山东九龙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德州市德城区电大实训基地
9、德州市德城区沙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10、德州市豪丰工贸有限公司

“尚德诚品”第一批授权单位名单

老刘刚过完70岁生日，就又给

女儿打电话，让她来一趟。女儿问啥

事，老刘说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只

含含糊糊地说——— 去还账。

刘萍是老刘唯一的女儿，很孝

顺，日常无论大小事，都和她商量。

挂了电话，刘萍急忙开车回家，心里

直犯嘀咕：平时没少给老爷子零用

钱，他也从不乱花钱，怎么还欠账了

呢！她突然想起前几天，有个卖保健

品的人曾找过父亲，莫非是让人给

骗了？想到这，刘萍心里七上八下，

砰砰乱跳。

推开门，老刘正站在院子里。小

黑听到声音从屋里摇着尾巴窜出

来，兴奋地围着刘萍扑上扑下。小黑

是她捡来的流浪狗，陪伴老刘四五

年了。“还账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老

刘憋哧了半天，脸涨得通红，说是去

惠民还一个四十年前的账。

路上，老刘跟女儿慢慢地说起

了这事的原委。那年，老刘二十五，

家里生活非常困难，缺衣少食，眼瞅

着又要断粮了，一家人要挨饿，他心

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无意中老刘

听说百里外的惠民县粮食比较便宜，

也好买，于是动了心思。第二天，鸡刚

叫过头遍，他摸黑起来，口袋里揣上

家里仅有的四块钱，骑上那辆破车

子，去了惠民。

虽是早春，但天还有些冷。他使

劲儿裹了裹夹袄，一边用力蹬自行

车，一边盘算着衣兜里的钱能买多

少粮食。天渐渐亮了，他摁了摁衣

兜，硬硬的，钱还在。他又渴又饿，去

路旁的小河沟里捧了两捧水喝了，

才感觉好了些。地里的麦苗已有一

扎多高，稀稀落落，既不成垄，也不

成行。老刘望着麦田，不禁深深地叹

了口气。他坐在沟坡上稍微休息了

一会儿，又紧忙往前赶了十来里路。

太阳快升起来了，老刘肚子饿

得咕咕直叫，他强撑着来到一个叫

“流坡坞”的小集市。包子铺里冒出

腾腾的热气，笼屉里窜出来的包子

味儿，这更让他饥饿难耐。他大脑一

片空白，觉得眼前黑一阵儿白一阵

儿的，几乎要从车子上跌下来。他踉

踉跄跄地走进包子铺，有气无力地

向掌柜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示意

要两个包子。两个包子落肚，老刘又

喝了一碗热水，才稳住了心。他把手

伸进衣兜，掏出裹得严严实实的布

包，从里面捻出一个毛票，递给掌

柜，接着又把布包裹好，系牢，塞回

兜里，摁了摁。掌柜笑着接过角票，

招呼其他客人去了。当老刘到了卖

粮食的集市时，天已经接近中午了。

那个年代，粮食十分短缺，当地

人卖粮有个习惯——— 要买，就买一

袋或者半袋，粮主都不愿意分开零

卖。老刘问了好几家，人家一听他要

那么一点儿粮食，都摇头或者摆手。

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卖主，粮钱

正好接近他衣兜里的钱数，可惜差

了五毛。在那个年代，五毛钱不是个

小数目，老刘愁坏了。他眼巴巴看着

别人把一袋袋粮食买走，无助地蹲

在路边，掏出纸烟，闷抽着，懊恼不

该吃那两个包子……升起的烟雾

中，老刘似乎看到了家人挨饿的情

景：满脸愁容的父母，沮丧的妻子，

可怜巴巴的女儿……想到这里，心

针扎一样疼。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一边叹气，一边抹眼泪。

“喂，老弟，遇到什么难事儿

啦？”一个人走过来问。来人和他年龄

差不多，嗓门挺大，说话也响亮。那人

中等身材，穿一件黑夹袄，肩头补着

一块蓝补丁，皱巴巴的裤角，鞋上粘

满了泥，最惹眼的是在他左嘴角上长

着一颗大痦子。老刘垂头丧气地说，

卖粮食的钱还差五毛，恐怕得空着

手回去，家里人又要挨饿了……

那人二话没说，从衣兜里掏出

五毛钱，递给老刘，说：“这愁啥！我

刚卖完粮，给你五毛，先渡过这一

关。”老刘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萍水相逢，竟有人平白无故地

借给他钱。老刘千恩万谢，接过钱说

一定来还这救命钱。那人笑笑说：

“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快买粮

去吧。”老刘拿出烟纸，要记下恩人

的姓名和地址，那人摆了摆手，说：

“ 不 用 ，出 门 在 外 ，谁 还 没 个 难

处……”他只好在烟纸盒上写了自

己的地址和姓名，留给恩人。那人随

意把烟纸揣进兜里，说：“买完粮赶

紧回家吧！”头也没回地走了。

之后，种种原因，老刘再没去过

惠民，但四十年来，他从没有忘记这

份债。如今，他想到自己年岁已高，

身子骨也不如从前硬朗了。他决定

趁着有生之年，去一趟惠民，还上那

个旧账，一是可以卸去自己的一块

心病，二是他确实想再见一见当年

那个有恩于自己的人。

刘萍边开车边听着，心里也充

满了期待。柏油路很宽敞，已不再是

父亲记忆中的羊肠小路。四十多分

钟后，他们到了当年买粮的那个地

方，但早已没了四十多年前的影子。

他们多方打听，几经波折，终于从一

位老者那里打听到一个“下巴上有

痦子的人”。老者领着他们到了那人

的家里：“老石，庆云来的人，可能找

你。”那人一愣，疑惑不解地说：“庆

云来的人？找我干什么……”他突然

醒悟似地边摇头，边感叹道：“难道

是他？难道他还真来了！”

老刘一眼认出老石就是当年的

恩人，尽管头发已所剩无几，说话的

声音也有些沙哑，但那颗痦子还在，

看上去一点也没变。他快步向前，双

手紧紧握着恩人的手：“老哥，我来

了，迟到了四十年，对不起啊……”

“你还真把那事儿记心上了，真是没

想到……”两位老人彼此握住着对

方的手，很激动，像久别的老友，叙

说着当年的情景。

之后的六年，老哥俩多次相聚，

总有说不完的话。老刘去世前还一

直念叨，觉得亏欠了当年的恩人，并

且嘱咐刘萍：在能帮别人一把的时

候，别退缩；在得到别人帮助的时

候，别忘恩。

老刘的恩人是惠民县石望乡石

望村人，他的名字叫石玉柱，享年八

十一岁。

还 账
□ 崔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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