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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00多件老物件
花费十年时间收集

走进旧物仓库，记者随即体
会到了一种浓郁的年代感，琳琅
满目的各种老物件让人眼花缭
乱。“这是80后的玩具，学名叫琴
不倒，是大部分80后家庭都会有
的，但是经历这么多年的搬迁
潮，很多东西已经丢失或者损
坏。”仓库主人王原双手拿着两
个洋娃娃向记者介绍，琴不倒是
小时候父母给孩子的玩具，不仅
发出的声音好听，造型看起来也
很是漂亮。

王原是一名美术老师，也是
这间旧物仓库的主人。“这里的
一切，都是和老鱼一起做的。”王
原说，通过这些老物件认识了很
多志趣相同的朋友，老鱼也是通
过这些老物件认识的，老物件慢
慢收集的多了，家里就放不下

了，自己和老鱼就一起建造了这
间旧物仓库用来储藏，这些老物
件有的被有装修需求的餐厅、民
宿、摄影工作室收购，有的就拿
来收藏。

2000多件老物件，王原花费
了十年时间进行收集，其中他最
喜欢的是琴不倒娃娃，在这十年
当中，他共收集了8个琴不倒娃
娃，而且每个颜色都不一样。“琴
不倒娃娃现在很难收集，无论多
高的价格都会把它收过来。”王
原说。

建起旧物仓库
留住最珍贵的记忆

“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就特
别喜欢去全国各地旅行，每次遇
到精美的、有设计感的老物件，
就会去购买。”王原告诉记者，收
集这些老物件花了十几万元，刚
开始家里人不支持，觉得自己是

个疯子花钱去买一堆“破烂货”，
但王原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在一间400多平米的小平房
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老式缝纫
机、旧木板、旧收音机……从
2010年毕业以后，王原每个周末
除了会去古玩市场淘一些老物
件，也会去济宁的李营、谢营等

城中村去逛逛，遇到一些小时候
玩的铁皮汽车、小青蛙、不倒翁、
小火车等玩具，就会把它们收回
来，看着这些老物件倍感亲切。

“老物件里藏着故事。”王原
说，从发现到收购到手，每一件
背后都有故事。在他的家里还有
很多记录着济宁发展印记的老

物件，比如搪瓷罐子、单位曾经
获得的荣誉奖杯，这些都是一个
时代的印证。

“这些老物件是一个时代的
产物，是这些80后、90后的寄
托。”王原告诉记者，从玩具到日
用器具，这些充满年代感的老物
件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济宁这位美术老师花十年时间建起“旧物仓库”

只为留住一代人最珍贵的回忆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孔媛媛 郭纪轩

济宁有这样一间“老仓库”，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老物件”。12
月2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了位于任城区八里屯附近的这
家旧物仓库，里面尽是一代人最珍贵的回忆。

花费了10年时间收集而来的2000多件老物件。 扫码看视频。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见
习记者 刘宗辉 通讯员
李春振 张立云) 受多重因
素影响，济宁市梁山县韩垓
镇油坊村的万斤葡萄面临滞
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报道
后，不少爱心企业和网友纷
纷伸出援手。12月23日，中建
三局济宁市文化中心项目部
在了解到情况后，主动伸出
援手，组织项目部志愿者前
往油坊村，采购了数百斤葡
萄。

当日上午，随着一辆满
载新鲜葡萄的货车驶进项目
部，早在这里等候多时的中
建三局志愿者们便立刻上
去，帮忙把一箱箱新鲜的葡
萄卸下车。项目部党支部书

记刘刚告诉记者，他通过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的相关报
道得知，梁山县韩垓镇油坊
村的万斤葡萄面临滞销后，
立即通过本报与油坊村原村
支部书记赵光虎取得联系。

“恰好临近元旦，我们也
想采购些新鲜果品慰问冬季
仍然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
工人，所以就想着可以借此
机会前往油坊村采购一批葡
萄。”在沟通中刘刚也得知，
油坊村此前希望通过种植葡
萄带领农民致富，未曾想遇
上今年行情不好，导致万斤
葡萄滞销。

于是，项目部立刻组织
了十余位志愿者，他们驱车
来到油坊村，帮助当地村民

采摘葡萄并装箱。与此同时，
项目部还在微信群中号召建
筑工人们进行采购。“很快就
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回应，2天
时间就收到员工100多斤葡
萄的订单。”刘刚说，除此之
外项目部也集中采购了500
多斤，给建筑工人们发放元
旦福利。

“作为济宁市的建设者，
我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员，有
责任有义务发挥出央企的担
当，这次购买的葡萄已全部免
费分发给一线的工友，感谢他
们在冬日严寒中仍辛苦工作，
为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刘
刚说。记者了解到，梁山县韩
垓镇油坊村大棚内的滞销葡
萄目前还剩2000多斤。

农田万斤葡萄滞销，中建三局助力“爱心采购”

500多斤“爱心葡萄”犒劳工人

项目部志愿者帮助果农采摘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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