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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社社区区有有支支老老年年““挎挎包包服服务务队队””
捡废品换经费，照顾独居老人，免费为居民修理水电

一一大大早早，，十十几几个个人人抢抢分分一一头头330000斤斤黑黑猪猪
“放心肉菜”促成农场经济发展，原生态卖出高价格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8点后再来，猪肉早

就卖光了

9日早晨6点，位于济南黄河公
路大桥南端东侧的归真农场内，停
着十几辆私车，一间屋子里挤得满
满的都是人。一些市民天不亮到这
里的目的就是：抢猪肉。

6点多，刚在屠宰场宰杀并收
拾妥当的一头300多斤黑猪被运到
归真农场，等在现场的十几名市民
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帮着卸猪
肉。“我要这块”“我要这块”……你
十斤我二十斤，不一会儿，这头毛
重300多斤的黑猪就被抢购一空。8
点多，又有几辆私车来到农场门
口，猪肉早就卖光了。

“咱这是莱芜黑猪，300斤的猪
杀了出肉120-130斤，其余是排骨
和下货。猪肉60元/斤，排骨100/
斤，得提前订。”农场负责人李芳莲

说。赶大早来的这些市民都是农场
的会员，他们少的买10斤、20斤猪
肉，最多的一位一下子买了40斤，
2400元钱提前几天就打到卡里了。
记者算了算，加上排骨和下货，一
头莱芜黑猪可以卖到近万元。

原生态农产品，“虫

子吃完人再吃”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占地
60多亩的农场不仅饲养着20多头
莱芜黑猪，还种植着大量的农产
品，除了少数卖出高价，多数蔬菜
被农场主人赠送会员。

据了解，这60多亩黄河滩地，
除了农场自己耕种，一部分还租给
了市民。半分地一年租价为1500元
钱，农场负责日常维护和技术指
导。目前，农场已经拥有会员150多
人，其中70人是租地的，有的还租
了不止一块（半分）。据介绍，70名
租地的会员中，十几人来自山东财
经大学，多属于会员相互介绍来

的。其中一位张教授，种地上瘾，平
均每周来农场4次，用他的话说“不
光吃菜，看着植物一天天生长就很
快乐。”

记者采访时，遇到温女士和丈
夫等几位会员来种菜，温女士先是
到鸡场去自个儿捡鸡蛋，拨开母鸡
将一颗颗热乎乎的鸡蛋捡到箱子
中，然后和丈夫一起到“自留地”里
干活移植韭菜，忙了两个多小时

后，捎着鸡蛋和各种蔬菜以及提前
预订的黑猪肉驾车离去。

市场上的饲料，农场

一律不用

记者看到，黑猪吃的粮食是农
场自己磨的玉米，颗粒饱满。有地
瓜秧的时候吃地瓜秧，下来土豆的
时候吃土豆。鸡鸭鹅等畜禽平时喝

的水是用大铁锅熬煮的大青叶水，
可预防生病。这些饲养经都是农场
主慢慢摸索出来的，而市场上销售
的牲畜饲料，农场一律不用。

农作物方面，使用豆饼、有机
肥（牲畜粪便），淘汰化肥，尽量不
打农药。有时候虫子实在猖獗，就
打少许低毒的进口农药。凡是处于
施药期的蔬菜，决不让会员摘。李
芳莲说，根据自己两年多来的实践
经验，凡是照此生产下来的“原生
态产品”或者“绿色产品”，成本价
没有低于10元/斤的。

2012年“十一”国庆节，归真农
场首次开园卖大白菜、胡萝卜，当
时由于知道的人少，产品卖不出
去，李芳莲坦言，剩下的大量胡萝
卜捐给养老院了。到了2013年，随
着会员增多，产品开始供不应求。
据李芳莲透露，目前农场的收支已
经实现平衡，考虑到每年运营成本
趋于稳定，今后效益很看好。

去年，归真农场的莱芜黑猪一
个月杀一头，今年会员们吃着上
瘾，一个月杀两头还不够。2014年
新年前，会员们准备年货，农场一
周内连杀8头猪仍不够分，如今不
得不考虑增加饲养量。农场内的公
鸡更抢手，35元/斤大伙眼都不眨，

“直接上手抢”。李芳莲说，大伙儿看
重的无非就是吃上一口“放心菜”。

“早晨刚杀了一头猪，不到8点就被抢光了。”8月9日，
在济南北部黄河边开生态农场的李芳莲对前往采访的记
者说。这几年因为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所上升，很多
市民将目光瞄向原生态、纯绿色农产品，促使这里的农场
经济日趋火爆。

在经二路社区，活跃着
一支老年服务队，这就是今
年3月份成立的“商埠挎包
服务队”，平均年龄超过60
岁的他们，每周都上门给独
居老人打扫卫生、理发、聊
天。居民家水龙头坏了，一
个电话，挎包队员就上门帮
忙免费修理。每天行走在社
区的大街小巷，做着自认为
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有越
来越多的社区居民注意到
这支爱心服务队的存在。

服务队队员正在给空巢老人理发。 挎包服务队队长李长才陪空巢老人聊天解闷。

上门服务，

照顾社区独居老人

7月30日早上9点多，在纬一
路5号院内，8名头发花白的老人
背着灰色帆布包，包上“为人民
服务”五个红字异常显眼，他们
都是大观园街道经二路社区“商
埠挎包服务队”的成员，将为院
里的几位空巢老人打扫卫生、免
费理发，而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常
工作之一。

在空巢老人周慧泚家中，老
人见到挎包队员，脸上立马露出
了笑容。队员陈瑞香有一手理发
手艺，从自己的挎包中拿出了自
备的工具，剪子，梳子，围布等，
开始给老人理发，虽然也已经60
多岁了，但陈瑞香的动作一点都
不迟滞，10多分钟，一个新发型
就出现在大家面前。在理发的同

时，挎包队其他成员开始为老人
整理家务，打扫卫生。

周慧泚告诉记者，自己和老
伴都快90岁了，腿脚不太方便，
平时很少出门，子女都在外地工
作，平时基本上都没时间。现在
老人家里有什么事，只要打个电
话，挎包服务队就有人上门服
务，老人理发基本上由挎包队包

了，每隔半个月，陈慧香和其他
队员就会到家里来帮忙。

当天上午，挎包服务队的另
外几位队员来到另一位独居老
人田香芝家里。老人今年81岁，
平时很少出门，见到挎包队员到
来，老人一直拉着大家唠家常。
队员们则帮着清理家里的卫生，
陪着老人聊天。

自发成立，

多是60岁以上老人

据经二路社区居委会主任
刘秀堂介绍，“商埠挎包服务队”
成立于今年初，由社区8名老人
发起成立，居民自愿参加。服务
队成立的初衷，是有些社区老党
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参加活动，
服务队队员就送学习上门，后来
见到很多独居老人行动不便，队
员们就开始上门为他们打扫卫
生，陪老人们聊天解闷，帮忙买

菜，简单的水电修理等。
经二路社区处于老商埠区，

老旧居民楼很多，空巢老人和独
居老人数量也不少，服务队一成
立，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创
卫期间，服务队每天上街巡逻，
清理垃圾和卫生死角，帮老小区
安装防盗门。刘秀堂介绍，挎包
队现在近30名队员，多是60岁以
上老人，甚至不少年逾古稀，平

均年龄63岁。
李长才是挎包队队长，擅

长水电修理，挎包内满满的都
是一些修理工具，平时只要是
社区老人有要求，他都是第一
时间上门服务。甚至有空巢老
人说，给儿子打个电话还不如
给挎包队打电话来得及时。每
逢周末，队员们都会到天桥南
附近，除了给路人指路，还自备

一些简单修理工具，帮忙修理
自行车、电动车等。

现在，挎包队的成员越来越
多，管的事也越来越多，知道挎
包队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固
定为5户空巢老人定期上门服
务外，还专门安排队员清理社
区的几个公共旱厕；早晚上下
班，还帮助交警指挥交通，维持
秩序。

捡垃圾卖废品，

换来活动经费

挎包服务队成立后，很多工
具都是队员们自备的。李长才
说，包里的各种维修工具都是自
己花钱买的。平时，修个漏水，换
个电灯泡，一些小材料也都是队
员们自己备用，从未向居民收取
费用。

队员们也开始想办法赚活

动经费，李长才说，现在社区居
民有矿泉水瓶和废旧垃圾，就让
挎包队员捡回来，队员们将垃圾
收集起来，卖了钱充当活动经
费。“可以多买几个节能灯泡，买
一点水管，还能变废为宝。”李长
才笑着说。

挎包队很多队员退休前都

是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现在开
始在马路上巡逻，捡拾垃圾，用
李长才的话说，只要是为居民办
事，啥苦都能吃，子女们都能理
解。

现在挎包队逐渐发展壮大，也
希望能为居民多做点事，居民也越
来越喜欢这支老年服务队了。

由本报联合安利 (中国 )日
用品有限公司推出的“城市良
心”栏目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反响。本报将继续寻找那些为
我 们 这 座 城 市 的 发 展 奉 献 着
的 人 们 , 也 欢 迎 市 民 拨 打
9 6 7 0 6 1 2 6向我们推荐您身边
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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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李文平

实习生 程鹏鹏

趁着周末农场会员从市区赶来动手种菜。


	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