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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记者了解到，不久前，
一个商户出车祸去世了。田国知
道后，就立刻赶到现场，从跟交警
沟通到办理后事，田国全程参与，
把商户的事当成了自家的事。
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其他商户先
把出事的商户家的水果给销了。

“果子哥是个大好人，谁不知
道！”市场一名姓张的商户说，他们
是从大中原水果市场搬过来的，田
国在哪儿干，就跟着他在哪儿干。

“有果子哥在，我心里踏
实。”姓李的商户说，他们的红白
喜事都通知田国，早已把田国当
自家人。

对此，田国说，这不算什么，
别人跟着他干，他要对得起大
家，做的也都是力所能及的事。

对于未来，田国表示，要不
忘初心，继续管理建设好市场水
果区域，带领水果区商户一起努
力，让大家都能挣钱。

前几日，记者在惠济区人民
医院见到了马淑荣，她精神很
好，很乐观，完全没有长期照顾
病人的疲惫。

早年间，由于丈夫长年在外
地工作，照顾家的重任就落在了马

淑荣的身上。那时候，为了照顾公
婆，她把教师的工作辞了。作为一
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十几年
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
她的坚强和孝心感动了身边的
村民，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把商户的事
当成自家的事
他是热心肠的“果子哥”

在毛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提起田国，没有人不熟悉，
他不仅是水果方面的行家，还是个热心肠，商户大事小事
都找他，亲切地称他为“果子哥”，他就是田国，一个平凡却
不普通的“生鲜人”。 记者 鲁慧 文/图

记者见到田国时，他正在水
果区清理垃圾。见到记者来，他
洗了个手就到办公室了，一身运
动装的他看起来干练利落。有
人说，他没有老板架子，他总是
说，他既不是商户，也不是老板，
就是替大家伙办事的普通人。
其实他既是水果批发区的管理
者也是参与者。

“我在市场管理这个行业干
了20年了，当初是一脚踏进这个
行业的门，就没有想过干其他行

业了，就这样我一直干到现在。”
田国说，现在的水果生意并不好
干，只有真正干过这一行的人才
知道这行的辛苦，每天都得起早
贪黑的，而且是全年无休，遇见
水果行情好的“大年”（水果大丰
收）会赚一点，但是遇见行情不
好的水果“小年”（水果大减产）
也会赔钱，所以干水果批发生意
不仅非常辛苦，而且也时常会冒
很大的风险。说赚能赚，说赔也
会赔得很惨。

“我平时都是直接带着商户
去原产地，或者找当地水果代办
谈，一起去产地实际看货。基本
上国内所有的水果产地我都比
较清楚，也都实地去过。什么季
节该上什么水果了，得去哪儿
进货，我都比较清楚，这也算是
干这一行多年下来积累的一些

经验吧。”田国说，夏季正是桃
子跟葡萄的季节，不管是本地
的还是外地的都会争相上市，
尤其是洛阳跟河北的葡萄值得
大家尝尝。

谈到水果行业的最大感受，
田国说，虽然很累，但是每天过
得非常充实。

用坚强和乐观
为家人撑起“半边天”
多年来照顾生病的公婆和女儿
她毫无怨言

在新城街道毛庄村，有一位60岁的老人，几十年来，不
仅要照顾生病的婆婆和女儿，还要照看行动不便的公公，受
到了街坊邻居的好评。她就是马淑荣。记者 鲁慧 文/图

30多年前，马淑荣年仅一
岁半的女儿不幸得了大脑
炎，并且病情逐年恶化，直至
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屋漏
偏遭连夜雨，10多年前，婆婆
又因病瘫痪。后来，公公又因
脑血栓落下了行动不便的后
遗症。

每天，马淑荣都要给婆婆、
女儿洗脸梳头，一口一口地喂她
们吃饭，照看行动不便的公公，
给3个人端屎端尿，清洗弄脏的
衣服和被褥。卧床的病人最怕
生褥疮，在马淑荣的悉心照料
下，婆婆、女儿这么多年全身竟
然没有一处褥疮。

面对这一切，马淑荣一直
很坦然。她常说：“人都是有
父母的，我从小就失去了母
爱，所以更珍惜现在这个父

母双全的家庭。我对公婆好
既是对我丈夫的尊重，更是
对我家庭的尊重。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

在水果行业一干就是20年

帮水果商户联系货源

商户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她是家里的顶梁柱

照顾公婆和女儿毫无怨言

做自己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