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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清“草莓哥”曹广同的创业梦

E04 城事 2015年3月6日 星期五 编辑：吕华远 组版：颜莉 今 日 长 清>>>>

致富带头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陈伟

儿童龋齿（虫牙）该不该看

长清将补贴绿色殡葬模式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张帅） 近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清
明，为倡导“绿色殡葬”、“节俭殡葬”，
长清区民政局将推出网上祭奠、天
使信箱、海葬、树葬等措施，让市民
以文明方式祭奠故人，还清明节真正
的“清明”。

据介绍，今年长清区民政局将首
次推出网上祭奠，在百度贴吧建立“长
清区思怀馆”，长清市民均可在思怀馆
开贴，为故人建立网上个人纪念馆，缅
怀亲情，寄托哀思。

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济南市所剩墓地面积还能使用五六
年，墓地紧缺是造成墓地价格快速上
涨的原因之一，长清区所面临的情况
同样如此。据了解，目前长清区境内有
两处大型公墓，分别是位于孝里镇的
山东福寿园和万德镇的金陵慈航园，

这两处公墓均为山东省民政厅批准建
设的合法经营性公墓。

为解决墓地紧缺，推广绿色殡葬，
自2014年起，济南市已在全市推广生
态树葬、节地花坛葬和海葬三种方式。

“这三种殡葬方式的价格现在都
不高，价格最高的海葬只需要1490元

（不含路费、住宿费），另外，民政等
相关部门也会针对绿色殡葬给予补
贴。”长清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后长清区将大力推广绿色殡葬
模式。

据了解，每年4月份，济南市民政
局将联合各大陵园征集家属报名，选
择固定日子集体举办树葬、花坛葬仪
式，树葬在恭德陵园举行，花坛葬在孝
里镇的福寿园举行。济南市殡葬协会
每年4月中下旬组织一次海葬活动，市
民集体赴青岛参加海葬仪式。

永固牙科 卢潇

许多家长认为儿童牙齿总要替
换，不需要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不论乳牙或恒牙都可以发生龋齿，
病变的进行一般都很缓慢，先是牙
釉质发生龋蚀，牙冠龋坏的部位色
泽变成灰暗，牙面上不光滑，易有牙
垢堆积。

龋齿初期患者不感疼痛，当龋洞
发展到牙本质时，遇到冷、热、酸、咸、
甜的食物时才发生疼痛（一般是酸
痛）。随着龋洞不断扩大，牙冠就会一
块块地崩溃，最后只留下残余牙根。

儿童生长速度快，代谢旺盛，每天
饮食需要一定的营养才能保障生长发

育的需要。只有健康的乳牙才能发挥
正常的咀嚼功能，才有利于消化和吸
收。如果牙齿不好，孩子就不可能很好
地咀嚼，大块的食物就进入胃里，影响
消化和吸收，而且增加胃的负担。有的
儿童因一侧牙疼，就专用另一侧进行
咀嚼，这称为偏侧咀嚼。不用的一侧因
没有食物的自洁作用，时间长了就堆
满了牙石。牙石及其表面的牙菌斑(一
层细菌性薄膜，是龋病和牙周疾病的
主要致病因素 )刺激牙龈，使牙龈发
炎，致牙龈松软、红肿、易出血。乳牙是
很重要的，所以儿童患龋需给孩子及
时治疗。

地址：长清区五峰路邮政局对面
电话：87220853

口腔知识

已过而立之年的曹广同生在农
村，长在农村，来自临沂农村的他打小
就帮着家里干农活，刨地瓜、掰玉米、
割小麦……基本啥活都干过。“我有一
个妹妹，家里就我一个男孩，那么多活
摆在那儿，我不干谁干？”从小与土地
为伴，曹广同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2000年，曹广同考入山东农业大
学，选择了园林花卉专业，系统学习绿
植的种植、养护、施工，继续与土地打
交道。大学毕业后，曹广同供职于山东
省林业厅下属的园林绿化公司，负责

施工。经过两三年的打磨，他跳槽到另
一家私人的园林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当起了小领导，年薪10万。这一干，又
是3年。

“做项目经理时，工作强度大不
说，还有数不清的应酬，我这身体即使
累不毁，也得喝毁了，实在没意思。”曹
广同坦言，那几年，他一直想着创业，
跟着别人干，也是为将来自己做老板
积累经验。“虽然当时没琢磨明白到底
干什么，但一定得和农业有关，因为我
熟悉啊！”

一次偶然机会，曹广同从大学同
学李淑鹏口中了解到了秸秆生物反应
堆技术。“他在省农业厅工作，负责种
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得知我打算做农
业项目，极力推荐该技术给我。”曹广
同告诉记者，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是
一种利用秸秆资源，大幅度提高瓜果
菜产量，改善品质的现代农业新技术。
简单地说，就是用秸秆替代大部分化
肥，用植物疫苗替代大部分农药，减少
生产投入，提高产量。

至于为何选择种植草莓，曹广同
认为，草莓营养丰富、味美多汁，老少
都爱吃，关键是有发展，能挣钱。有了
新技术，确定了种植品种，经过短暂考
虑，曹广同说干就干。马山镇双泉庄远
离市区，那里空气清新、污染少，特别
是水质优，村里建有纯净水厂，专供省
军区。曹广同经人介绍，承包了村里50
亩土地专门种植有机草莓。2010年3
月，汇盛鑫春园有机草莓大学生创业
基地在双泉庄正式挂牌成立。

经过5年的发展，曹广同的种植大
棚由4个发展到10个，员工也增加到了
十几名。产量大了，腰包鼓了，但创业
路上的各种艰难，只有曹广同能体会
得到。

“当年辞掉工作准备创业时，我媳
妇一直很反对，她不希望我冒着风险
去创业，有个稳定的工作，陪在她和孩
子身边就挺好。”曹广同告诉记者，创
业之初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没有十
足的把握，为此和媳妇没少闹矛盾，随
着事业越干越好，媳妇也渐渐理解并

支持他了。“这么多年来，为了创业，和
媳妇孩子聚少离多，我心里也挺内疚
的。”

2012年下半年，曹广同在银行贷
款30多万用于建造新棚，没曾想，那年
冬天的一场大雪将新建的7个大棚彻
底压垮。“当时我手头一分钱也没有，
刚贷款建造的大棚说塌就塌了，没办
法，我和伙计们手把手地将压垮的大
棚重新修好。”曹广同说，他特别感谢
他的那些老员工，5年的陪伴与坚守，
换谁都不容易。

从小到大和土地打交道

采用新技术种植有机草莓

感谢员工和家人陪伴与坚守

说起长清的“草莓哥”曹广同，可能比他种出
来的草莓都有名，上过报纸、电视的他是“草莓
界”不折不扣的名人。在大多数年轻人朝城市进
军的当下，曹广同放弃了省城的稳定工作来到农
村，在马山镇双泉庄流转了50亩土地，盖了10个
草莓大棚，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

曹广同和他的有机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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