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2岁开始种菊、养菊，他是咱济宁的“菊花大王”，今年又获了10项金奖

老李和他的“菊花”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守善 通讯员 孔峰

社区好事

一家遇困难
邻里伸手助
本报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李传星

10月30日上午11点左右，山
东电建二公司宿舍30号楼东2单
元1楼东户的安宝珍从医院做康
复回来，在保姆的搀扶下颤巍巍
地迈着步子。邻居张爱华看到了，
连忙把楼道里的单元门打开，扶
着安宝珍的胳膊，把她送到家里，
随后又把轮椅帮着搬到家里。

在张爱华看来，这只是举手
之劳，邻居遇到困难了，伸出把手
帮帮是应该的，但邻里的照顾让
安宝珍一家感到了莫大的温暖。

“8月8日下午三点左右，躺在床上
睡觉，忽然就感觉头晕，话也说不
出来了，动也不能动。”安宝珍说，
老伴患有心脏和脑血管病，只能
在屋里柱着拐杖走走，看到我难
受后，打开门喊了两三个邻居，大
家把她送到了医院。

安宝珍没有患病前，这本是
个幸福的家庭，两位老人都在企
业退休，生活质量还可以，老伴身
体不好，由安玉珍照顾着，一个女
儿目前也有稳定的工作。但安宝
珍患病时正赶上女儿怀孕生产，
一家三口全都离不开人，女婿很
孝顺人也很好，但终究照顾不好
三个人。“前段时间感觉日子可难
了，自己好好的不能动了，还给孩
子添负担，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啊。”抹了一把眼泪，安宝珍说，自
己生病住院期间，邻居张爱华主
动在医院里陪了几个晚上，还给
自己送饭，缓解了家里很大的负
担。病情好转出院后，张爱华也几
乎每天都会到家里坐坐，和自己
聊聊社区里的事儿，安宝珍的心
情渐渐好转，生活态度也积极了
许多。

不仅是张爱华，还有住在二
楼的杨阿姨，帮着找保姆，操心张
罗安宝珍家里的事。“谁没得过病
啊，这也不算帮啥忙，找到的保姆
踏实能干就行。”杨阿姨说，看着
保姆和安宝珍一家相处很好，自
己心里也算放下了块石头。一个
星期前邻居马瑞平则给安宝珍做
了两个贴身穿的马甲，让她在康
复训练时穿，玉白色的棉布，现在
安宝珍每次康复训练时都会穿着
它。

“多亏了邻居们的帮助，家里
只有一个孩子，遇到这么麻烦的
事，两个老年人真不知道怎么
办。”安宝珍感慨地说，“远亲不如
近邻”这句话在家里遇到变故时
才体会地更深，对这么好心人的
感谢，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表达完
的。

B122012年10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张建丽 美编/组版：张颖 校对：岳茵茵

今日运河

在今年山东省第七

届菊花展上，济宁市园

林局送去参展的400多

个品种的菊花，共获得

10项金奖、10项银奖和2

项铜奖。这也是济宁市

多年来参加菊花比赛获

奖数量最多的一次。而

这些菊花都是“菊花大

王”李瑾精心培育出来

的。

沿着城区洸河路一直向西，
位于西外环西侧有一处占地很大
的西郊苗圃，位于苗圃中心位置
的科研所旁边，市园林局专门开
辟了一块空地，这里正静静地躺
着一万多盆颜色各异的菊花。

进入十月底，正是菊花盛开的
时节。在菊花种植基地中，一盆盆
菊花开出硕大的花朵，金色、红色、
绿色、粉色……各种色彩的菊花摆
在一起，就像一大家子人在开会。
记者从花丛中看到，一盆名为玉壶
春的菊花外形酷似荷花，让人看着
非常新颖。一盆金黄色的月山菊
花，大花球超过了下面的花盆，足

有30厘米宽，而白中透绿的绿野菊
花，其花瓣犹如一根根象牙……

这些菊花的种植人，正是有
着“菊花大王”之称的李瑾师傅。
从今年初开始，李瑾便带着技术
人员在苗圃中住了下来，通过半
年的努力，这些菊花终于收获了
成绩，此次获奖也是对这些技术
人员的最大褒奖。“培育菊花是一
个非常辛苦的活儿，养花的过程
就相当于照看自己的孩子。”李瑾
告诉记者，菊花的形态丰富，且适
应性很强，一般的家庭种植相对
比较容易，但要种出高品质的菊
花，需要下一番功夫。

济宁市种植菊花也有着悠久
的历史，且近年来多次参加省级、
全国级的菊花展，并经常在展会
上取得好成绩。今年在临沂市举
办的山东省第七届菊花展上，济
宁培育的400多个品种的菊花参
展，并由“醉舞霓裳”、“玉韵酬
秋”、“宝塔菊”、“大悬崖菊”及多
个菊花盆景获得了10项金奖，同
时参展的“独立寒秋”、“藕粉托
桂”、“祥云春雨”等菊花获得10项
银奖，另有2项铜奖。济宁市园林
局科技科科长姚树民称，此次获
奖是济宁市参加展会以来获奖数
量最多的一次。

李瑾是济宁市任城区人，有
着近40年的菊花种植经验。从12
岁开始，李瑾就在舅舅的影响下
种植菊花。“小的时候，舅舅家每
年都种菊花，那时属于家庭种植，
没有考虑过将种花当成职业。”李
瑾告诉记者，菊花花形繁多，小者
如纽，大者如盘，迎霜开放时非常
迷人，自己也就渐渐喜欢上了菊
花。在刚刚种花的时候，由于自家
的院子中有很多棵大树，为了让
菊花能得到足够的阳光，李瑾把
家里的土墙顶铲平，在墙头上种
起了菊花。

从1982年起，李瑾开始大面
积种植菊花，并经常到天津、开封
等城市拜师学艺，“我是一个农
民，除了每天的耕作，那时候就想
着怎么创业，而种菊花是我这一
辈子最大的爱好。”李瑾称，从最
初的千余盆菊花，他的种植规模
慢慢发展到近万盆。经过几年的
努力，李瑾在1989年从济宁城区
举办了首次农民进城菊花展览，
从那以后，他成了济宁小有名气
的养菊人。这也激发了李瑾的干
劲，他开始从北京等地引进新品
种，并培育了大量品质高端的菊

花，在养菊行业中也得到了“菊花
大王”的称呼。

由于过度劳累，李瑾2004年做
了颈椎手术，术后就没再养花，今
年，市园林局邀请李瑾负责菊花种
植，这也让他又过了一把“菊花
瘾”。“因为养菊花很辛苦，且经济
效益太低，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从事
这个行业。”李瑾认为，济宁市养菊
花的水平在全国来看都属于一流
水平，但只有点没有形成面，他希
望本地的养菊人能形成合力，让更
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提升养菊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养菊像照看孩子，需要下一番功夫

养菊养了40年，盼着年轻人能加入

李瑾端着一盆菊花向记者介绍其特点。

图为李瑾培育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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