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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东丽区新中村

的德州人，成为撑起废旧塑

料回收加工销售产业的特

殊群体。 天天天津津津有有有个个个
“““德德德州州州村村村”””

没有饭吃、外出谋生，

几经曲折之后，他们或创

业成功富甲一方，或仍在

辛劳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

生路径。

16万德州人在天津务

工创业的背后，是德州人

闯世界的勇气和坚韧的辛

酸史；天津东丽区新中村

里“乐陵村”的形成，是德

州人抱团图发展的自发体

现；成功之后回报家乡反

哺德州经济发展，是乡情

流淌的另一种延续。

然而，他们的故事将

怎么继续？德州人在外创

业需要怎么样的精神支

撑？近日，记者远赴天津，

为您解析天津城中村里的

德州密码。

从“跑烂鞋”

到“坐地户”
4月初的一个中午，天津

市东丽区新中村，破损的路面
上，挂着“鲁N”车牌的小货车
来回穿梭，路边墙壁上驾校招
收德州籍学员的广告看上去
十分醒目。

如果不是街头门牌号和
电话区号提醒，似乎很难想象
这里是繁华的大都市。收废品
的吆喝声、破败的厂房和杂乱
的环境，跟德州的小乡镇没有
什么两样。

周宪斌的废旧塑料回收
站，就设在新中村西北侧的低
矮平房里。眼看、手掰、放在火
上烧，这位德州庆云县庆云镇
南周村的农民，辨别塑料种类
的技巧已驾轻就熟。

跟之前的早上六七点就
起晚上8点多才收工的日子相
比，这天周宪斌显得很清闲。

“现在行情不好，我已经停止
收购了。”周宪斌说，他厂子里
的废旧塑料积压得很厉害，已
经没有地方放了。

尽管生意不太景气，但周
宪斌全家20多口人仍坚守在
这里——— 两个儿子负责回收加
工、妻子和父母分拣、其他亲戚
主要干加工、发货的活儿。

“在家只能种地，干嘛都
赔钱，才跑出来收破烂的。”47
岁的周宪斌说，9年前，他在
家种地、开小卖部，仅能糊
口。后来，听说乐陵打工的人
在天津收废品能挣钱，他就
跟着出来了。

在替人拉垃圾次品过程
中 ，周 宪 斌 练 就 了 一 双 火
眼——— 从上千种废旧塑料中
寻找利润最高的那种，然后
囤到价格较高时卖出。这样
坚持了6年，周宪斌租了场地
买了设备，从“跑烂鞋”当了

“坐地户”。
周宪斌只是德州人在新

中村白手起家创业的一个缩
影。据新中村村民委员会工
作人员介绍，新中村是天津
市的近郊村，在此从事废旧
塑料回收、加工的乐陵人超过
了3000人。

闯天津

闯出了名堂
跟新中村的其他德州人

一样，关洪江最初闯天津，只
是为了糊口。1986年，只有19
岁的关洪江，为了推销沙发，
辗转来到了天津。“上课听不
进去，读书的路没能继续，只
能出来闯了。”关洪江说，最早
他只希望混口饭吃。

替人安装桌椅、给学校和
饭店安装窗帘，关洪江使劲挥
洒着自己年轻的热情。靠着山
东人肯吃苦、诚信实在的劲
头，关洪江和京津地区宾馆学
校等都“攀”上了关系。

在津南小站买了20亩地、
建起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区、
员工超过500人……现在，关洪
江的工厂主要为京津地区上百
家宾馆、酒店、医院及院校制作
配套纺织品，年利润不菲。

在关洪江的老家乐陵市
花园镇关赵村，为人仗义的他
博得了好名声。他曾捐资20万
元为村里修桥，如今关赵村在
天津务工的村民有三四百人，
不少都是通过关洪江介绍过
来的。

同村的一位姓关的村民
在天津打工时，被一辆拉沙子
的货车撞倒。关洪江出钱给他
找律师讨赔偿。“前几年，我专
门请了一个人，处理老乡们找
工作，维护权利的事儿。”关洪
江说。

关洪江说，那一年，回到
村里的时候，全村人敲锣打鼓
欢迎他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
家乡人眼中，他是受羡慕被模
仿的榜样。

德州农民

变身天津市民
如果说，关洪江是从最初混饭

糊口的打工仔，到最终实现开创
一番事业成功的典范，那么，宋
勇和赵同瑞的经历，几乎有着惊
人的相似。

十几岁辍学打工做生意，积累
原始资金后，找到自己的方向，小有
成就或者大有作为。有的人在继续
往前走，有的人仍在坚守。

4月1日，天津南开区鼓楼商业
街里的京剧唱段，诉说着这座繁华
城市的质朴。对面100米远、古色古
香的“德配天地”牌坊正前方，乐陵
人宋勇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向记
者聊起了他的奋斗史。

1978年，宋勇上小学四年级。
他父亲在天津当老师，可那时教师
收入低，而宋勇又没有天津户口，
连接替父亲衣钵的机会都没有。凭
票领取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全家只
能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

“后来我就不上学了，开始卖
菜。”有着浓重天津口音的宋勇坦
承，一开始，卖菜、卖水果，养金鱼

卖金鱼，几乎那时候能做的小生
意，他都做过。

1990年，宋勇开始蹬三轮车走
村串户收废品。到1993年，与人合
伙开了收购站，由“走商”变成了

“坐商”。再往后，宋勇完成了资
金积累，开了一家拔丝厂，然后
涉足铁矿、典当行，并成为一家钢
铁公司的总裁。如今，宋勇已在天
津安家落户。

为了让父母养老，关洪江也在
天津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
子，全家人都搬到了天津。“有了房
子，孩子上学入户口就方便多了，
像这样的德州人，在我身边不少。”
关洪江说。

儿子孙子

不能再收破烂
十几岁的年纪，为了糊口外出

闯荡，有了钱之后买房改善家人
生活。庆云县东辛店乡南赵村人
赵同瑞经历跟关洪江、宋勇等有
惊人的相似。他们身后，有一个
十分集中的群体，他们是依然靠

“破烂王”生存的“坐地户”和新加
入的“跑烂鞋”。

在天津收购废旧塑料已经30
多年了，如今全家人都租住在新中
村一家破旧的厂房内，仍然靠收购
废旧塑料加工销售挣钱。“现在的
生意，利润太透明了，房租20多万
元，人员工资每个人每月不少于
3000元，加上现在市场不景气。”
赵同瑞的姐姐赵女士说，尽管跟
老家相比，在天津大城市谋生立
足还不错，但今后的方向在哪里，很
多人仍挺迷茫。

说话间，下起了小雨，赵女士
当即招呼厂子里的员工把露天的
材料收进屋子里。“你看看，干的活
儿跟在老家收废品没什么两样，对
面生产阀门的南方人就不一样，都
已经形成产业。”赵女士说。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周阿
雨在法国打算开一家餐厅，所有温
州商人出钱出力出谋划策的场面，
让赵女士羡慕不已。“我们把废旧
塑料粉碎了供给浙江台州等地
的塑料管材、门窗生产厂家，如
果我们就地能有终端产品生产
线，岂不是更有前景？”周宪斌
说，尽管这几年挣了不少钱，始
终觉得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他也
希望自己像个老板那样会管理，
毕竟儿子孙子还小，不能以后也是
个收破烂的吧。

在关洪江看来，德州人吃
苦耐劳、诚信实在的特质，有很
大的后发优势，比起精明程度
和抱团配合，与已经闻名全国
的浙商还有很大差距。何时，德
州人也能像南方商人一样，大
创业创大业，叱咤商海。

“就像闯关东里面的那样，
咱山东人多数是实在吃不上饭
了，才选择远离父母，选择外出
闯荡。”关洪江说，跟南方商人
的精明与魄力相比，德州人还
有差距。

德州市驻津办事处办公
室主任梁宏磊介绍说，目前德
州在津劳务人员达 1 6万人之
多。有相当一部分德州人通过
苦心经营，完成了最初的资金
积累，期待实现产业转移、结
构调整等，目前，德州市驻津
办 事 处 已 经 组 织了“驻津办
事处工作交流会”和“天津合
作交流大会”，期待更多的德
州人在天津或回德州实现更
大的突破。今年，将成立天津
市 德州商会，专门为德州老

乡服务。
以乐陵为例，乐陵曾在2007

年通过打亲情牌，引进30多个
来自天津的投资大项目。下一
步，将乡情亲情与产业配套、
政府服务、基础设施、人文环
境并用，依托增创综合优势来
吸引外资，并通过商会等组织
为在津的德州人创造更多的
资源信息共享和自身素质技
能培训的机会。

在梁宏磊看来，浙江桐乡
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

毛 衫市 场 ；浙 江余姚不产塑
料 ，却 有 全国 最大的塑料市
场；浙江海宁不产皮革，却有
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浙江嘉
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
木业加工市场。浙商正是靠这
种“无中生有”的胆量和魄力
闻名于世，同样，随着越来越
多的德州人取得成功，德州人
诚实守信、勤奋乐善、传承守
望的精神特质将有更多的后
发优势。

本报记者 王金强

德州商人要有自己的精神

本报记者 王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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