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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的五旬煤球工：

满身煤灰 脏了自己 暖了他人

□

晨报见习记者 李蔚

12 月 17 日，虽然天气晴朗，但寒冬凛冽的北

风吹在人的脸上仍然像刀刮一样，在这样的天气

里，有一位 55 岁的老大爷和 53 岁的老伴迎着寒

风，顶着煤灰，穿着早已被煤灰染得看不出来底

色的衣服，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这对老两口

的职业是“煤球工”。 上午 8 时，记者来到鹤山区

的一家煤球厂，体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记者到达时，老两口正把一袋一袋的煤块儿

抱起来倒在铲车的铲斗里。 记者提前换好了衣

服，走上去抱起来一袋煤块儿往铲斗里倒，只是

两趟功夫， 便累得气喘吁吁。 李大爷对记者说：

“这种活又脏又累，你就在旁边看吧。 ”记者这时

发现，虽然自己穿的是脏衣服，但上衣和裤子上

明显多了很多黑片儿。

李大爷说：“倒完煤块儿还要掺些黄土，然后

用粉碎机粉碎，粉碎过程中还要加水。 ”煤、土、水

的比例也很有讲究， 土多了打出来的煤球烧不

着，土少了煤球燃烧后的渣易碎；水多了煤球容

易变形，影响燃烧，水少了煤和土粘不到一起。

之后，李大爷开着铲车把掺好的煤块儿和黄

土倒进粉碎机里，伴随着“隆隆”的声响，粉碎好

的煤面洒落在地上。 由于煤块儿中夹杂着塑料袋

之类的杂质， 李大爷还需要不时地走上前去，迎

着煤灰把杂质挑拣出来。 这道工序完成以后，李

大爷脸上布满了煤灰。

随后，老两口拿起铁锹开始和煤泥，李大爷

的老伴儿孙大娘告诉记者：“煤泥必须和均匀了，

这样打出来的煤球质量才有保证。 ”记者本以为

一锹煤泥的重量不足挂齿，上前跃跃欲试，可是

还没端几锹，便使不上一点劲儿了。 孙大娘笑着

告诉记者：“可不要以为和煤泥轻松，煤土里加了

水挺重，这是最耗力气的活儿了。 ”这时记者发

现，李大爷手上连个手套也没戴，便问他冷不冷，

李大爷笑了笑说：“早冻习惯了。 ”

这时，李大爷的儿子开着三轮车送煤球回来

了，他的脸上和衣服上也全是煤灰，偶尔一笑，只

能看清楚几颗白牙。 他将三轮车停在打煤球机器

的旁边，便开始帮父母干活。

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便开始了最后一

道程序：打煤球。 李大爷将打煤球的机器通上电，

然后把和好的煤泥一锹一锹地端起来倒进机器

里，由于机器比较高，李大爷每次需要把锹举过

头顶，这样一来，会有一些煤泥块儿洒落在李大

爷的头上和脖子里，可是李大爷似乎早已习惯了

这些，从容地把锹举起、落下。 由于怕自己手滑，

他时不时地停下来往手心吐一口唾沫，揉擦一下

接着干活。

就在李大爷往机器里端煤泥的同时，一个个

成型的蜂窝煤从传送带里出来了。 这时候，站在

机器另一头的孙大娘接着新出的煤球，娴熟而又

迅速地四个一摞地端在胸前递给儿子，再由他把

煤球摆放在三轮车里。 记者想上去帮忙，被孙大

娘阻止了，她说：“这活儿看起来轻松，其实做起

来很不容易，有一个煤球没有接好，后面的煤球

就会掉在地上。 再说，这活儿需要一直弯着腰，经

常干完以后直不起来身子，真怕你吃不消。 ”

大约十几分钟后，煤球全部打好了，李大爷

过来和孙大娘清点煤球数量，这时候的老两口已

是气喘吁吁，额头上还冒出了汗。

随后，李大爷的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新打好的

煤球送给预定的客户。 得知煤球一般都销售给附

近的村民和农村里的小学，记者对他们说：“你们

这是弄得自己一身脏，为千家万户送温暖呀。 ”孙

大娘听后笑了笑说：“我和老头子从没考虑那么

多，我们就是想出点力，挣个小钱，赶紧把儿子的

婚事给办了。 ”

上午 11 点钟， 有人开着三轮车来买煤球，记

者帮李大爷一家往三轮车里装煤球， 由于天气

冷， 几天前打好的煤球有的冻在了一起分不开，

孙大娘便时不时地拿锤子敲打。 记者四个一摞地

抱在胸前往三轮车里装， 冰凉的煤球抱在手里，

手指微微作痛。 李大爷和孙大娘却是八个煤球一

摞地往车上装， 他们的衣襟前已经看不清楚底

色，下巴也更黑了。

李大爷告诉记者，看到通红的煤球在人家的

煤炉里烧得正旺，那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

晨报记者 渠稳 见习记者 席适之

农超对接

乐了百姓 富了菜农

◆

农超对接让市民得到了实惠

◆

超市：和上千家农户签订采购合同

12 月 16 日，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超市。 在黄山路

旁的一家超市，记者看到，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蔬菜专

区，有些还标明了原产地。 一位导购员告诉记者，这些

蔬菜一部分是从本地进的货，还有一大部分是和安阳、

山东寿光等地的蔬菜种植农户签订了采购协议， 他们

直接向超市供货。

随后，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了设在四季青蔬菜

批发市场内的蔬菜仓库，在仓库门口，一箱箱蒜薹、蘑

菇、油麦菜正被搬上超市的运货车。 该超市负责进货的

赵经理告诉记者说：“这间仓库可以满足新老城区共 8

家超市的需求，每天早上 5 点半，在各地采购蔬菜的货

车就会准点到达仓库，蔬菜随后发往各个超市，平均每

天向超市送两次货。 为保证蔬菜、水果的新鲜，一般都

是头天采购，第二天售出。 ”

谈到采购渠道，赵经理告诉记者，按照他们与农户

签订的协议， 农户在蔬菜成熟时就会通知他们上门采

购。“和我们合作的农户有上千家，存货量不够时，我们

会到安阳、新乡、内黄的农户那儿采购，保证有多少需求

量就有多少供给量。 ”

谈到“农超对接”对超市的好处，超市的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以芹菜为例，以前从蔬菜商那里进货，进价

是每公斤 0.63 元，从农户那里采购，每公斤只需 0.5 元，

“农超对接让超市减少了购菜的中间环节，减少了成本，

自然卖给市民的价格也更低。 ”

12 月 15 日，家住鹤翔东区的张大娘推着三轮车在黄山路旁的一家超市买了 10 多棵大白菜，“今天超市的大白菜

又搞特价了，才一毛五一斤，我多买了几棵，白菜耐放，慢慢吃。”张大娘乐呵呵地说。张大娘或许还不知道，得益于新型

的“农超对接”供销模式，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才如此便宜。

◆

农户：和超市对接不愁销路

在采访中，一位来自汤阴的菜农告诉记者，以前他

为了能让蔬菜卖个好价钱而四处寻找买家，有时候蔬菜

卖不出去，烂在了菜地里，几个月的辛苦就打了水漂。

“农超对接以后，超市直接上门采购，我们足不出门就能

把菜卖出去。 有时候蔬菜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已经被预

订完了。 ”

记者从淇滨区大赉店镇东七里铺村一位王姓农户

那里了解到，他今年种了 5 亩蔬菜，有油菜、白菜、生菜

和萝卜，不到 10 天就被一家超市一批批采购完了。“照

这势头，明年种上 30 亩菜也不怕卖不动。 ”

他对记者说，“以前去菜市场卖菜，最多只能卖掉一

半，剩下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和超市签订了协议

后，地里的菜能卖出 80%以上，有些蔬菜甚至几天就卖

完了，算算总账，还是给超市供货能赚到钱，风险又低。”

◆

商务局：农超对

接让市民、 农户、

商家都受益

市商务局的一位工作人

员对记者说，农超对接，指的

是农户和商家签订协议，由

农户向超市或菜市场直供农

产品的一种新型流通方式，

它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

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

“主要是为优质农产品

进入超市搭建平台， 方便农

户，让消费者受益。 ”这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自 2008 年

我市出现农超对接的产销一

体化形式以来， 在市场上的

运作效果显著，很多市民、农

户、商家都已经受益。

为了搞好市民的“菜篮子”工程，也

为了提高菜农的种菜积极性， 让农民受

益，从 2008 年开始，我国就开始积极发

展农产品“超市 + 基地”的流通模式，引

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农民产销对接，

三年来，“农超对接”模式不断完善。“超

市与农户合作， 蔬菜无论是质量还

是价格都更加吸引老百姓。 ”一位肖

姓市民对记者说。

12 月 16 日早上， 记者在新

区街头采访了几位从超市满载而归

的市民。“大白菜在菜市场里一般卖

到一元钱 3 斤， 超市里现在是 1 毛 5 或

2 毛一斤； 蒜薹在菜市场卖到了 4 块多

一斤 ， 附近的几家超市都是 3 块多一

斤。 ”在淮河路上，家住清华园的刘大娘

对记者说。 家住合友小区的高先生告诉

记者，超市里的蔬菜都是当天上架的，比

较新鲜，而且每天都有特价菜，还不会缺

斤短两，每天他都会去超市买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