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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砣砣岛、珍品堂品牌国标淡干海参工厂直供

国标淡干海参父亲节、端午节特惠 明日开启
即食海参低至198元/斤，干海参低至990元/斤，买贵差价双倍返还

  砣砣岛海参自建大连长

海、山东威海及烟台长岛深海

底播海参采捕海域及潮间带海

参养殖基地。

  公司淡干海参是采自山

东、辽宁自有海域自然生长三

年以上的海刺参为原料，采用

现代先进的设备及技术结合传

统的加工工艺，最大限度地保

留了海刺参的蛋白质、矿物

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致力

于为百姓提供健康原生态的淡

干海参。   大连珍品堂海参秉承“天然
质 生态养 非珍品 不登堂”
的企业理念，甄选纯天然原生态
养生食材，专注野生底播海参生

产加工，追求卓越品质，奉献优
质产品，产品现已全面进驻家乐
福、大润发、沃尔玛、华润万
家、银座、利群、家家悦、中百
佳乐家等知名商超。
  活动期间，所有产品工厂价
直供，支持同城比价，买贵差价
双倍返。

珍品堂·桃花浦
威海国标干海参
（60—80头/斤）

特价：2680元/斤

  5000元/2斤

○R

活动期间：1. 买干海参两斤赠送大海米1斤； 2. 县市区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活动咨询：8191567 18606360567 活动时间：6月16日—6月24日（本周五至下周六） 
地址：潍坊晚报读者服务中心（文化路与东风东街交叉口潍坊日报社北50米路西砣砣岛海参）
乘车路线：市内乘16、56、30、22、76、78、80路车到中国人寿站或乘17路车到潍坊日报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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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即食刺参

特价：198元元/斤

（10-14只/斤)

长岛淡干海参
（60头/斤）

特价：1680元/斤

  3000元/2斤

野生微刺海参

（70头/斤）

特价：990元/斤

长岛野生海参
（100头/斤）

特价：2180元/斤

  4000元/2斤

大连淡干海参
（80头/斤）

特价：2380元/斤

  4600元/2斤

大连淡干海参
（50头/斤）

特价：2880元/斤

  5400元/2斤

珍品堂·深海礁
大连国标干海参
（80-100头/斤）

特价：3280元/斤

  6000元/2斤

大连即食刺参

特价：280元/斤

买5斤赠1斤

折合：233元/斤（10-12只/斤)

大连野生海参
（110头/斤）

特价：3280元/斤

  6000元/2斤

广
告

　 “中间和北边的场院是裴
家的，这东大门外紧邻的就是
虞河……”6月12日，奎文区廿
里堡街道董家村村民、退休干
部孙振平指着董家老村故居图
告诉记者。这张故居图长约两
米、宽一米有余，是86岁的孙
振平凭借儿时记忆所画，描绘
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董
家村的样貌。以前谁家住在
哪，谁家拥有几间房，上面一
清二楚。
　　“村中间那两间房子是我
们父辈和祖辈住的，我们家以
前条件艰苦，当时几口人挤在
一起。”孙振平指着董家老村
故居图中间的孙其善家说，孙
其善是他大伯，因为他父亲在
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骗到东北
当劳工，最后埋骨东北，所以
他一直跟大伯、爷爷、奶奶及
姊妹们住在一起……睹物伤
情，孙振平回忆起那段历史，
不禁潸然泪下。
　　说罢，记者跟随孙振平来
到董家村村中心所在位置，这
里已见不到任何故居建筑，而
是变成了草坪绿地、塑胶跑
道，一幅欣欣向荣的美丽画
面。不远处还立着一块写有
“董家村遗址”的石碑，这是
实物记忆之一。“那个年代村
里没有相机，更没有航拍，没
有留下老照片。”孙振平说，
早先的董家村四周是土围墙，
邻虞河而建，人口少面积也
小，他小时候经常到街坊四邻
家 玩 耍 ， 每 一 家 每 一 户 都

记得。
　　20世纪50年代后期，董家
村迎来人口大增长，围墙内已
无法满足居住需要，村民逐渐
在围墙外建房子，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董家村也逐渐变成了
一个大村，直到2012年该村进
行旧村改造，村民住进离老村
址不远处新建的楼房里后，那
个董家村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脑
海中。
　　“现在老村居不在了，但
我还记忆犹新，希望在有生之
年能把老村居画出来，让新一
代 村 民 记 得 住 乡 愁 ， 别 忘
根。”孙振平说，2016年他有
了这个想法，便开始着手准
备，有些记忆模糊的地方，就
让村里健在的老人一起回忆，
经过3个月的努力，最终拿出初
图。他又请潍坊学院的大学生
把平面图做成立体图，最后让
自己孙子印了两份，一份保存
在家里，一份交给董家村所属
的崇文街社区，供村民和年轻
后辈观看。
　　“图中右下角王清华家就
是原来我爷爷辈住的地方，封
存的历史如今又展现在眼前，
让我们看到了来时的路。”今
年52岁的董家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总支副书记王利华表示，到
了她这一代，已经不知道老村
居的模样，她的儿子如今也已
成人，更是不了解，通过孙振
平老人画的这幅图，让大家重
新 知 道 了 老 村 历 史 ， 意 义
重大。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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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平（左）和妻子展示董家老村故居图。

孙振平带记者来到董家村原址的村中心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