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记者 孙渤海
“来了，还是20元羊汤？现在特

殊时期，我给你打好包，带回去吃
吧……”3月18日中午，淄博高新区樱
红路东侧一家羊汤店门口，老板周忠
诚熟络地和一名顾客打着招呼。他
身后热气腾腾的大锅里，香白的浓汤
上下翻滚，香气四溢，引得行人纷纷
驻足。

在顾客说“行”之前，周忠诚的手
已经忙活上了，称好羊肉，在热汤里
过一遍后装袋，再添进热乎乎的羊
汤，一份打包羊汤没用两分钟就准备
妥当。把袋子小心递给顾客，“慢走，
再来啊。”

春暖花开，寒意未尽。一碗美味
的羊汤，温暖了肠胃，也温暖了心灵。
从周忠诚忙碌的身影中，不难看出周
边居民对这家羊汤馆的喜爱。“来的
都是老主顾，有的认识都十几年了，
太熟了！”即使戴着口罩，他脸上的笑
也挡不住。

周忠诚今年46岁，老家菏泽单县，
做羊汤是他那个家族里的谋生主业。
在他之前，哥哥已经先他一步入了这
行，在淄博开起了店。2002年，周忠诚
从老家来到淄博投奔哥哥，和爱人开
起了这家羊汤店，转眼就干到了现在。

“春节前，干完腊月廿八就关门
了，往年基本都回老家过春节，今年
正好老人来了淄博，就没回去。按照
往年惯例，我计划正月初八正式恢复
营业，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关门之
前，周忠诚就已经从新闻中知道疫情
的消息了，但他压根没想到那会跟淄
博产生联系，而且情况还十分严重。

正月初二各社区、村庄等开始严
控人员进出，周忠诚才意识到了问题
的严重性，他也惶恐过，但最终选择
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能不出门就绝
不出门添乱。他的坚持终于等来了
胜利，3月17日羊汤店恢复营业了，这

两天顾客虽不像往常那么多，但足以
令他欣喜。

“这么长时间没开门，虽然也有
房租等压力，但我不是很着急。人命
关天，健康比挣钱重要，就算你早开
了门也挣了钱，却生病了，是不是得
不偿失？”周忠诚说。

来淄博18年，挣了钱买了房，他
和爱人、孩子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并
无二样。

“这些年我见证了淄博的发展，
变化大、发展快，这从人们的消费情
况就能看出来。”周忠诚回忆说，早前
人们来买羊肉，对于价格会“斤斤计
较”，当然这也是勤俭持家的表现，而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转到了质量、口感上，“有钱了，想
吃得好点，吃得放心，变化多明显！”

对于周忠诚来说，淄博人和淄博
这座城市一样，让他充满了好感。3
月17日营业第一天，有个女孩买了20
元羊汤打包带走却忘了付钱，周忠诚
忙着招呼其他客人也忘了收钱，隔了
1个多小时，女孩把钱又送来了。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了。“去年冬天，一个男的和他母亲来
买了200元的羊肉片，俩人都以为对
方给钱了，就走了，两天以后他母亲
又把钱送过来了。”发生这样的事情，
虽然多是因为周忠诚和爱人忙起来
后一时大意，但也足以看出他们对于
淄博人的信任。

“淄博好，淄博人更好。我愿意
留在淄博，请我去别的地方我还不乐
意呢！”周忠诚笑了笑，又招呼顾客
去了。

夫妻档羊汤店周忠诚：

信任 让我愿意留在淄博

文/图 记者 张培 通讯员 王丹
张店区体育场街道华润社区居

住的外籍人士较多，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该社区工作人员克服语言障碍等
困难，为居家隔离的外籍人士提供志
愿服务，赢得了对方的赞叹。

3月17日中午，在淄博张店居住2
年的外籍人士安东尼介绍，他来自美
国，近些年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目前
是淄博张店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的英
文老师，租住在华润社区凯旋门小
区。今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安东尼和女儿无法回国。安东尼
回忆，2月1日中午，他发现家中的食
物没有了，8岁的女儿又饿了，当时饭
店关门停业、外卖暂停服务。他只好
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邹红

杰求助。
邹红杰通过翻译软件与安东尼

交流，了解他的需求后，立即派社区
工作人员帮他去超市代购食品，再将
采购来的食物送至安东尼家门口。

社区的热情服务，让安东尼非常
感激，连连向社区工作人员道谢。采
访中，安东尼用中文大声说：“我和女
儿爱淄博，也爱中国。这就是我们计
划待的地方。”

外教安东尼：

包容 我们终将爱上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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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培
从远道而来、一无所有，到靠炸

油条的手艺买房定居、养活一家六
口人，从湖北天门来淄博谋生的李
武涛一家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恩。
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也得到很多
邻居的关心。他说：“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让我们一家更坚强，希望孩
子用功读书，将来为淄博多作贡
献。”

3月18日上午，在湖北天门老家
的李武涛得知淄博已放开酒店餐饮
堂食服务，这让他很兴奋。李武涛
回忆起了1998年的春节，当时年仅
16岁的他跟着父母从老家湖北省天
门市石家河镇一个贫困农村来到淄
博闯荡。他与父母每天凌晨2点起
床，和面、切面、炸油条……一天至少
忙碌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能赚
到钱，一家人过得很开心。

李武涛说，他和父母刚到张店
时，就落脚在淄博十七中附近的一
个小区。当时，一家三口每月花80
块钱租住一间储藏室，里面只能摆
开一张单人床，母亲睡床上，他和父
亲打地铺。吃饭时，他们连张桌子
都没有，好心的邻居就主动送给他
们方桌、板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邻居们的帮衬，储藏室慢慢有了家
的样子。这个过程中，李武涛感受
到了淄博人的热情、友善。

因为油条生意需要三个人配
合，每天出摊营业，李武涛切面、拉

条，母亲炸油条，父亲卖油条，生意也
多亏了邻居照顾。2年后，老顾客越
来越多，每天能卖出将近80斤油条，
赚的钱也越来越多。2004年，李武
涛结婚成家，妻子也从湖北天门老
家来到淄博，跟着他一起打拼“油条
事业”。如今，他们已在张店购房安
家，两个孩子都在张店上学，特别是
女儿于2019年中考顺利考入淄博实
验中学，让他感到自豪。

“有好多老邻居早就搬走了，但
他们的子女还是不定时来买油条。”
李武涛称，今年春节前，有一个从国
外回来的小伙子开着车来买油条，
他一眼就认出了是老邻居家的孩
子，感觉特别亲切。

疫情防控期间，李武涛每天从
《鲁中晨报》官方微信、“掌握鲁中”
APP上获取防疫消息，同时张店的
朋友及小区邻居也经常发问候信
息，令他感到温暖。

在他看来，淄博是自己的第二
故乡，是儿女成长的地方，淄博人非
常朴实、善良，让他的创业之路走得
很顺利，希望孩子用功读书，将来多
为这座温暖的城市作贡献。

早点摊主李武涛：

友善 感受一座城的温度

文/图 记者 赵志斌 高阳
清洁消杀、岗前登记、监督工

作……从3月10日开始，每天早上8
点多，王磊都会准时出门，他作为

“碗耍”重庆酸辣粉王府井店店长，
疫情期间，除了监督店内日常工作
外，还要保障店内的防疫安全工作。

25岁的王磊是山东枣庄人，
2016年3月，他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到
了淄博，在山东新润置业有限公司
旗下的一家店内当起了学徒。短短
一年时间，王磊从学徒到技师，最后
当上店长，而他对淄博的印象，也从
陌生逐渐熟悉。“从学徒开始做起，
前辈和同事们对我都非常好，公司
待遇也不错，我选择继续在淄博工
作。”王磊说，自己在淄博一待就是4
年，他对淄博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

“在淄博也没有自己是外地人
的感觉，尤其是疫情期间，淄博的
人和事让我感触很深。”王磊介绍，
自己是正月初三从枣庄回到淄博
的，回淄博后一直在家隔离，他说：

“隔离期间，其实是有忧虑的，由于
疫情的影响，2月份一直处于零利

润甚至是亏损状态，我的房东是淄
博人，他在得知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后，主动为我们店铺减免了一个月
的房租，这让我内心感到了温暖。”

由于从事餐饮行业需要每天
早出晚归，因此王磊与父母交流的
时间越来越少。2019年，他决定把
父母接到淄博来居住，王磊说：“家
里有父母等我，淄博就是我的第二
个家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好转，淄博的生活服务业复工
复产和消费复苏也按下了“加速
键”，王磊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他
表示，淄博是一座温暖的城市，自
己作为一名已经融入淄博的外乡
人，将用行动为淄博作出贡献，把
温暖传递下去。

餐饮店长王磊：

打拼 接父母来这里安家

周忠诚
来淄博18年
老家：菏泽单县

王磊
来淄博4年
老家：枣庄

李武涛
来淄博22年
老家：湖北天门

安东尼
来淄博2年
老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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