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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上午，初秋的烈日炙
烤着平度大地。
豪德财富商贸城的青岛平食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楼前，身材高
大的小老板张海龙与张鲁兵将饭
菜抬上食品运输车，两人驾车驶
向 4公里外的孙家张村。他们此
行，是为村里老人们送去当天的
免费午餐。
张海龙刚将保温菜桶搬进村

委大院的日间照料中心，室内就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鼓掌的是满屋子
的老人。掌声背后是老人们对张海
龙这个小老板，为他们做的769
顿免费午餐的赞许！

10万个馒头、1 .1万斤米饭……两年多，他为80位老人送去午餐

“很香，很香”
每天上午8点，张海龙会准时出现在

自己的公司。9月1日这天，也不例外。上
午 9时 55分，张海龙指挥着餐饮公司的
员工，将最后几筐馒头搬上食品运输专
用车后，又乘电梯上到了公司餐食的操
作间。
“老人的饭菜做好了吗？”张海龙站在
操作间内，向厨师喊了一声。
“已经做好并装好了。”对方回应着，

“在熟食间里”。
回应传来后，张海龙径直走向熟食

间。
熟食间里的张鲁兵正忙着将两大桶

菜和一大盆米饭，放到电梯上运往楼下的
餐车。
“今天给老人做了什么饭菜？”张海龙
乐呵呵地询问张鲁兵。
“做了两个菜，一个猪肉炖大白菜豆
腐和木耳，一个是粉条萝卜丝。”张鲁兵
说。
此时的张海龙来到保温菜桶前，揭开

了桶盖，一股热气和香气迎面扑来，“很
香，很香。”
“昨天给老人做了馒头，今天是米
饭。”张鲁兵说，“每天都调剂着吃，换不同
的口味。”
张鲁兵所说的老人，是同和街道孙家

张村的80名70岁以上的老人。如今，这个
村里的老人，每天都可以吃到一顿由张海
龙餐饮公司免费提供的午餐。

两人交流了一会，便将饭菜搬到了
电梯里，准备出发前往4公里外的孙家张
村。
烈日炙烤着大地，餐食配送车驶出了

商贸城，沿着一条林荫小道驶向目的地。
这条林荫道，张鲁兵载着饭食行驶了

多少次，他已记不清了。雨天时，他会沿着
商贸城的水泥路行驶，但水泥路却时常堵
车，只有天气放晴时，他才会沿着这条土
路行驶。
“土路近，还不堵车。”他说。

免费的午餐
建设日间照料中心的初衷是让村里

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顿热
腾腾的饭。
事实是，如今有些农村老人的子女不

在身边，或在打工无暇顾及老人。正是基
于这些原因，村里专门在村委会大院装修
了70多平方米的三间房，摆上了桌椅、床
铺，安装了空调，给老人营造舒适的就餐
与休息环境。
6年前的孙家张村只有60多名70岁

以上的老人，如今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
80名。农村的老人爱拉呱，上了年纪往往
不爱做饭，或吃饭能凑合则凑合，尤其是
一些孤寡老人。照料中心建立后，村里所
有的老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一到上午10
点，老人们就背着手踱着步从家里乐呵呵
地来到照料中心。
和往日一样，陆陆续续出了家门的老

人们来到了照料中心，他们手里都拿着自
家带来的餐具。很快，房间里热闹了起来，
谈笑声此起彼伏……
此时，孙家张村网格村支书孙聚琴和

几个村干部也在村办公室等待着送餐车。
张海龙拉开车门，跨出了车外。孙聚

琴主动上前，与张海龙握起了手，连连欢
迎餐饮公司张老板亲自来为老人送餐。
事实是，不是每次送餐张海龙都事

必躬亲。尽管如此，他也时常来到这里看
看老人，为老人打打菜、聊聊天。在这里，
村干部熟悉他，村里的老人也都熟悉他。
下车后的张海龙并没有过多与村干

部交流，而是从车里搬着一桶热菜向照料
中心走去。见状，村干部也上前将热菜和
米饭往车下搬。
三大桶饭食，足有六七十斤。对老人

而言，这些是不折不扣的“免费的午餐”。

“相聚的第769天”
麻利的张海龙搬着菜桶，第一个走进

了照料中心。让张海龙想不到的是，他的
一只脚刚踏进照料中心的门槛，室内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来自当天前来就餐
的40名70岁以上的老人。见张海龙来了，
有些老人边鼓掌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有些老人呼喊着“欢迎张老板”。
突现的这份热情，让张海龙不好意思

起来。他赶忙将菜桶放到一个桌子上，站
在众老人面前和老人一道边笑边鼓起掌
来，一旁的孙聚琴也站在老人面前笑了起

九九旬旬高高龄龄的的孙孙会会民民吃吃饭饭时时，，要要求求记记者者为为他他拍拍照照留留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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