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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驱车几十里，只为尝王氏烤梨
在经三小纬二路口卖了多年烤地瓜的老王尝试卖烤梨，火了
文/片 见习记者 叶嘉利

近日，济南的王氏烤梨着实红火了一把，市民都听说过烤地瓜、烤棒子，这烤梨也能吃？

不少市民特地远道而来找王氏烤梨尝尝鲜，吃过的人还想吃。23日上午，记者特地陪着卖烤

梨的王大爷卖了一上午烤梨，对这个卖得如此红火的烤梨探个究竟。

卖烤地瓜的老石

自写辛酸“广告词”

本报11月27日讯(见习
记者 孟燕 ) “炉烤胸前
暖，风吹背后寒。为人哪知
烤瓜难，双手烤焦背却寒。
一天省去一顿餐，为得多挣
几元钱……”因为自写的辛
酸“广告词”，山东财经大学
舜耕校区校门口卖烤地瓜
的石振华“火”了。

27日上午11点，记者在
山财大舜耕校区校门口见
到了石振华。今年41岁的老
石是邹平人，卖烤地瓜已经
十几年了。“从1998年我就
来济南卖烤地瓜了，现在每
年10月来，来年2月回家。我
的烤地瓜是自己种自己卖，
家里种了6亩地瓜，一冬天
就烤完了。”老石说。现在，
他每天能卖六七十斤烤地
瓜，主要的顾客是周边的学
生。

老石的“广告词”被他
称为“打油诗”，用歪歪扭扭
的字写在纸板上，然后贴在
烤地瓜炉子的外壁上。有一
首诗名为“无耐的烤地瓜工
作”，其中的“耐”字应为

“奈”。“寒冬迎风寻上帝，但
愿上帝给够钱。老师哪知我
的难，早晨早起夜晚眠。”老
石解释，这里的“上帝”就是
顾客。除了描写烤地瓜工作
的辛苦，老石还不忘给自己
的烤地瓜做广告：“隔炉透
清香，品尝胜蜜糖，清香肚
中留，日日把它想”。

老石的三轮车上放着
烤地瓜的大炉子，还有数
十斤地瓜，为了保证地瓜
的口感，他要不停地翻动
地瓜，据说一天要翻动上
千次。“主要是冬天冷受不
了，加上下雪刮风的更难
过”。

老 石 一 共 写 了 7 首
“诗”，他说，这是他生活的
“写真”。“俺的生活就是这
样，挣不了多少钱。无聊，
就 写 写 。也 算 自 娱 自 乐
了。”

因为有了这些“打油
诗”，老石被称为济南版的

“卖炭翁”。因为这些“打动
人”的诗，他的生意也越来
越好。“前几年下大雪的时
候，一位老大爷见了我炉上
的诗，叹了口气，说‘不容
易，来一块’，就买了我的烤
地瓜。学生们看了我的诗，
也都来帮助我，虽然辛苦
点，但是我很乐观。”老石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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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烤地瓜的老石正
在忙碌着。

见习记者 孟燕 摄

生意火得不得了，每天能卖200斤

11月初，王大爷的烤梨被电
视台报道后，生意越来越好了。
半个月前，由于生意实在忙不过
来了，他就请了旁边看门的王女
士来帮忙，一天给40块钱。王女
士说：“我在这里看门，平时也没
什么事，有空就来帮他烤梨。王
大爷人挺好的，很实在。”王女士
不时地打开箱门挨个翻动烤梨，

“ 这 是 怕 梨 受 火 不 均 匀 ，烤 不
熟。”

王大爷说：“烤梨需要的时间
太长了，卖出了一些，就要马上装
进去一些新的，还要不时翻动，一
直需要人看着，这样烤出来的梨
才好吃。

王大爷的烤梨摊最忙的时
候是中午，来买梨的人络绎不

绝。据介绍，一斤烤梨卖5块钱，
王大爷说：“我选的都是质量好
的梨，坏掉的梨我不要。梨和地
瓜一样，产地和土壤都很重要，
梨质量好，才能保证烤出来好
吃。我这个摊位位置比较差，来
往的车辆行人很少，只能靠质量
取胜。”

现在王大爷每天能卖出7箱

烤梨，有200多斤，每天还能卖出
上百斤烤地瓜，光这两项的毛收
入就有1000多元。王大爷说：“虽
然卖得不错，可是成本也挺高，我
用的都是南部山区的地瓜，买来
的时候比别人的贵，梨子也比别
人的好。烧的也是焦炭，从不用煤
球或者蜂窝煤，那些煤不如焦炭
旺。”

前来尝鲜的不少，还有很多回头客

23日上午，家住南外环的孙
女士特地开车来到王大爷的摊
位，买了一斤烤梨尝尝。她说：

“家人听说我要来买烤梨，都说
我跟个小孩似的，‘这么大人了，
还这么贪吃！’现在市民的生活
水平提高了，以前从没听说过烤

梨，我就是来尝尝什么味道。”说
话间，她已经剥开烤梨的外皮吃
起来了。“难怪别人都说这烤梨
好，真的挺好吃！冬天吃着，很暖
和。”

从北京来的武警军官刘先
生上午也开车带着朋友来到王

大爷的摊上买烤栗子，看到有烤
梨他也买了几斤。“王大爷家的
烤栗子真好吃，已经买了好多次
了。在北京的时候还没吃过烤
梨，没想到济南有烤梨，我要尝
尝。”他说。

住在附近的张先生，已经在

王大爷的摊上买过很多次烤梨
了，他说：“生吃的梨子只是甜，可
是烤熟的梨子还香，吃起来软软
的。王大爷的烤梨出名了之后，也
有其他人开始卖烤梨了，可是没
有他做得好吃，我就爱吃他这儿
的烤梨。”

烤梨被多人模仿，却并不担心生意

据王大爷介绍，他以前是瑞蚨
祥的员工，十多年前下岗后一直卖
烤地瓜。“最早的时候，我在东图书
店门口卖了3年地瓜，那个地方过
往的行人很多，生意也不错。可是
后来城管执法队成立了，只能到这
个地方了。那个时候我的儿子还
小，上学、生活都需要钱。儿子今年
24岁了，快结婚了，更需要钱，我卖

这个烤梨，能给他减轻很多负担。
他结婚了，算是了了我一桩心愿。”
说到这里，王大爷一边笑着一边手
指着腰上的钱包。

王大爷说，“越是天冷，烤地瓜、
烤梨卖得越好，因为吃着暖和”。每
天早晨出来，王大爷要到晚上7点
才回家，中午在摊上随便吃点就凑
合了。记者看到，烤地瓜的三轮车

里，紧贴着烤箱放着一个军用水
壶，水壶的绿漆已经脱落，壶盖还
缺了一个口。王大爷说这就是他喝
水用的壶，“靠着烤箱能暖和一点，
喝的水就没那么凉了。”

自从电视台报道王大爷的烤
梨后，很多烤地瓜的摊主也开始
模仿他烤梨。在不远处的大观园
东门，记者遇到了卖烤梨的杨女

士。杨女士说：“王大爷的烤梨红
火了，我这边卖得也挺好，一天能
卖3箱烤梨。”王大爷也知道有一
些卖烤地瓜的开始卖烤梨了，他
说：“媒体宣传后我的烤梨红火
了，可是卖烤梨的也多了起来。不
过我倒是不太担心，我是济南第
一个卖烤梨的，只要我的烤梨做
得好吃，顾客就不会少。”

王大爷名叫王勇，今年52岁。
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头发胡子白
了不少，还戴着个眼镜，周围人和
顾客都喊他王大爷。在经三小纬
二路口，王大爷的摊子一共有两
辆三轮车，一辆是专门烤梨的，另
一辆是烤地瓜、烤栗子之类的。王
大爷说：“以前我只是烤地瓜，烤
了13年。可是烤地瓜挣不了多少
钱。我就寻思着何不试着烤点别
的呢？后来我自己尝试烤别的，各

种玩意都试过。”
据王勇介绍，在卖烤梨之前，

他还试过烤苹果，“苹果刚烤出来
的时候也挺好吃的，可是烤苹果放
不久，过一两个小时苹果就会缩水
变形，并且苹果皮还容易裂开。后
来就放弃了烤苹果这个计划。今年
5月份我尝试卖烤梨，卖得还不错。
最近烤梨卖得越来越好了。”

打开烤梨铁桶的箱门，可以
看到铁桶分为3层，最底下一层

是烧红的焦炭，上面两层用镂空
的铁架子隔着，中间一层放的是
即将烤熟的梨子，颜色已经泛出
深黄色，有的表皮已经烤黑了。
最上一层是刚放进去的梨。烤梨
铁桶的顶上放的是已经烤好的
梨，用一床小棉被盖着，借着烤
箱的余温保温。据王大爷介绍，
有的顾客喜欢吃烤的很完整的，
颜色发黄的，也有的顾客专门喜
欢吃烤黑的，“他们说烤黑的梨

子更香”。
每天凌晨3点半，王大爷就起

床准备出门了。早晨7点半，王大爷
就会准时到摊位上开始一天的营
生。记者纳闷为什么要起这么早
时，王大爷解释说：“3点半起来我要
准备好车辆，并且把东西都收拾好
运过来。然后点起炉火，把烤梨放
进去。烤梨要两个小时才能烤熟，
这样等我到摊位上的时候，顾客们
就能吃到刚烤出来的梨了。”

半年前开发出烤梨，每天凌晨3点半出门

王大爷正在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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