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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食品安全愈加受到重视
的今天，这句话所承载的意义和责任也越来越重。在
滕州市姜屯镇，有一个人，他为了小家从农村走向城
市；又为了大家，从城市回到农村。他秉承着“食以安
为先”的理念，誓要把健康、安全的食品带到每一个人
的餐桌上。他就是正德康城的创始人——李国。

种植、摘菜、加工、配送每个环节都以健康为核心

李国：以食品安全为己任

晚报讯（特约记者 金亮）为了使残疾军
人出行更方便，根据民政部有关规定，滕州市
民政局将为滕州 1000余名残疾军人换发新
版《残疾军人证》，目前换发工作已基本完成，
整个换发工作将持续到 12月 31日。在这期
间，新证旧证都有效。旧证将从 2015年 1月
1日起作废，换发时旧证上交。

据了解，新证不光是更换了页面，封底还
加装了电子芯片，其中包含有残疾军人姓名、
身份证号及健康状况等信息，填写内容一律
采用计算机打印，防伪水平非常高。此外，残
疾军人在全国范围内凭此证可免费乘坐市内
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工具，并可在购买火车
票、飞机票、轮船票、旅游景点门票时享受优
惠。

为推动换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市民政部
门提前收集、审核、整理换证材料，并按照换
证申报材料和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数据统
一匹配的原则要求，逐一筛查、逐项核对，做
到不重、不漏、不错，切实维护残疾军人的利
益。

滕州千余残疾军人
换新证

近日，记者在市中区青檀路与人民路十字路口看到，一辆载着撞坏轿车的拖车，摇摇晃晃地行驶，但此时信号灯是红灯，拖
车的这一行为险些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 （记者 王萍 摄）

闯灯 险！

据李国介绍，他在高二
的时候辍学，来到滕州一中
后勤部干临时工。后来开始
批发书籍、批发文具，因此
赚下一笔钱的他，把资金投
入到了印刷厂和超市中。生
意越做越红火的李国，生活
十分安逸，每天有大把的钱
进账。那时是 2000 年，李国
年仅26岁。

2009 年 ， 父 亲 的 一 场

病，让李国的人生轨迹全部
变了样。据悉，李国的父亲
当时罹患冠性动脉堵塞，手
术的风险非常大，成功率只
有5%。“当时我特别害怕，我
弟弟和母亲都不在身边，我
签下手术同意书，怕这个决
定会让自己遗憾。”李国说，
他在签下手术同意书的那一
刻突然意识到，钱不是最重
要的，只有健康才是最重要

的，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李国后来了解到，冠性

动脉堵塞这种疾病和父亲长
时间不好的饮食习惯有关。
于是，他给父亲在北京报了
一个营养师培训班，希望父
亲可以在培训班中学一些养
生的东西。父亲学习半个月
归来后，果然有很大的变
化，并且把很多健康的理念
传递给了李国。做一个健康

产业的想法，在李国的脑海
中渐渐成形，于是他来到北
京拜访了许多专家，专家给
出的建议是，要做健康产业
就要做成一个产业链，从种
植到采摘到加工配送，一个
环节都不能放过。就这样，
2009 年一家以传播健康理
念、提供健康商品、搭建健
康平台为模式的“滕州市正
德康城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 萌生办健康产业的念头

在正德康城的蔬菜基地，
茄子、豆角、西红柿等蔬菜长
势正好。李国说，他几乎每天
都要来蔬菜大棚转一转，看看
蔬菜长得怎么样。在蔬菜大
棚的路边，有一些没来得及清
理的野草，李国说：“我们地里
的草，全部都是找人用手薅
的，没有用过灭草剂。人工清
理的成本比较高，差不多三个
人一整天才能清理完一亩地
的草，光工钱就得 300 块钱。
有的人也建议我使用灭草剂，

但是灭草剂的后遗症很多，对
土地的污染很严重。为了做
真正的健康食品，让人吃上真
正的放心菜，我坚决不使用灭
草剂。”

随后，记者又跟随李国来
到了正德康城的中央厨房，每
天正德康城所出的食品，都是
在这里加工、配送。采访时是
下午两点左右，按说是上班时
间，应该有很多忙碌的工作人
员才对。但是，在正德康城的
中央厨房中，却没有工作人员

在加工，只是办公室有几个值
班人员。“我们这里，全部都是
夜班。都是凌晨去摘菜，然后
再拿到中央厨房来加工，到 8
点之前就可以送到各个销售
点。夜里摘菜、加工，是为了
第二天能把最新鲜的食物送
到市民的餐桌上。而且，我们
这里都是先下订单，然后根据
订单摘菜、加工、配送。为了
保证食物的新鲜，绝对不会出
现，把前一天摘的菜放到第二
天的食物里面的情况。到了

现在，厨房里已经没有剩余的
食物，即使是我们老板来了，
要吃东西，我们也是无能为
力。”值班的工作人员介绍。

李国说，为了保证蔬菜质
量，他们所出的食物里所用的
蔬菜大部分都来自他们的蔬
菜基地，如果基地的蔬菜不
够，他们会从几个固定的点购
买，并进行农药残留检测。而
做菜所用的油，也都是正德康
城自己压榨的。

▶▶ 不放过一个细节做好安全食品

李国今年刚满 40 周岁。
在这个年轻企业家的身上，让
人感受到的是他满满的自信和
深深的责任感。目前，李国正
在推进社区食堂项目，巨大的
压力让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
时。

“我们办社区食堂，里面各
种菜品的价格肯定要比外面
高，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
天然无公害的健康食品。怎样
让社区的居民接受较高价位的
食品，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李
国说，他感到压力很大，常常愁

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要冲
好几次澡。

“很多人知道，我们在新城
有一个百姓营养餐厅。那里的
生意现在特别好，到了吃饭的
时间，都要排上很长的队。那
个餐厅的食物就是少油少盐，
刚开始也有顾客跟我们提出这
个问题。但是，我们通过宣传
单页、工作人员讲解，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少油少盐
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吃饭的
人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在那
里吃饭的人，大部分都是机关

单位的工作人员，即使价位高
一点也普遍可以接受。但是，
社区食堂不一样，社区里什么
样的人都有，我们得想办法让
社区里的各种人群都能接受我
们的健康食品，这样难度就非
常大了。”李国说。

李国表示，他的压力大，并
不是怕这个社区食堂赔钱，而
是怕辜负了社会各界还有领导
的期望，他说：“其实，我创办正
德康城只有刚开始的时候遇到
了困难。那时候，农户不理解，
不愿意承包土地。后来，大家

看到有人能挣钱，就开始跟着
干。我们做的这种产业，可以
说是受到社会各界一致支持
的，所以是越做越顺。我每开
发一个新项目，就会感到很有
压力，我怕这个新项目会失败，
市民会对我失望，跟着我干的
农户们会赔钱。”

“堂堂正正做有道德的人，
打造健康之城”，这是李国为正
德康城取名的意义，也是他奋
斗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让所
有人都能吃上健康食品，打造
健康之城！” （记者 孙雪）

▶▶ 大家的认同让他稳步推进

晚报讯（记者 孔浩）一年前，本报连续
报道了会写“天书”的哑女田鲜花寻找亲人的
消息，引起很多读者、寻亲志愿者和公安部门
的关注，但时至今日，“哑女”依然没能找到亲
人。而她的儿媳妇，也查出患上了严重的心
脏病，一家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哑女田鲜花家住新城兴仁街道东托一
村，现属于巨山社区，1988年 10月被人拐卖
到东托一村，成为刘家的媳妇，丈夫去世多
年，她和四个儿女相依为命。田鲜花虽然不
会说话，但会写一手流利的、谁也看不懂的

“天书”，许多研究文字的专家和书法家都不
清楚她写的文字是啥意思。记者曾找到几位
对古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有研究的专家，并
将哑女的“书法”发到专门的书法论坛上，让
大家帮助识读，但同样是没人能认识。哑女
在看到云贵地区的木质吊脚楼、民族服饰、大
山、水车等时，表现得很激动，“呀呀”地手舞
足蹈，表示很熟悉，并“说”会插秧等。另外，
看到飞机以及戴大盖帽的公安的图案，同样
是很兴奋，一个劲地说“爸爸”。家住徐州的

“宝贝回家”志愿者夏雪女士数次来到枣庄，
帮助哑女寻亲，并为哑女提取了DNA血样，
我市公安部门也提取了血样。省内、云贵地
区乃至央视等数家媒体均对哑女寻亲的消息
进行了采访报道，数个当年丢失女孩的家庭
也和寻亲志愿者取得了联系，更有两位老人
专门前来寻找女儿，但最后经过照片和血样
的比对，都不是哑女的亲人。

一年过去了，哑女田鲜花寻亲的情况如
何呢？记者昨日再次来到她的家中进行了了
解。其大伯哥刘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媒体、公
安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哑女寻找亲人的
信心很足，孩子们也都非常支持她，虽然几经
周折，并且好多个寻亲的线索被否定，但哑女
一直期待着能找到亲人。目前哑女和家人已
从简易房搬到了别处的出租房居住，因为哑
女的儿媳妇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寻亲一
事便被搁浅。刘先生说，今年春天，哑女的儿
媳妇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后得知，患有
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而之前他们一家对此
竟一点也不知道。哑女的儿子带着儿媳到处
求医，花去了数万块钱也没能治愈，目前只好
待在家里靠吃药维持生命。儿媳妇患病后，
所有的家务活都落在了哑女的身上，除了忙
碌之外，儿媳妇的病一直是哑女的大心事，她
再也没有了寻亲的念头和兴致了。刘先生
说，哑女的命运太苦，目前她的生活压力很
大，希望能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让她的家庭
渡过难关，重新燃起她寻亲的希望，帮她尽快
找到亲人。

哑女寻亲人无果
不幸儿媳患重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