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要问起谁
是最有爱心的人，大家一定会想到顺达
集团董事长、河东村党支部书记王福
国。他在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后，一门
心思扑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带领当地
百姓致富的公益事业上。10 多年里，他
共向社会各界捐赠、捐助 2 亿多元，积
极解决群众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
问题；还在带动企业周边村庄百姓致富
上累计投入上亿元，改善了群众生产和
生活条件。

诚信经营 和谐发展

王福国原是丰宁县胡麻营乡河东村
的普通农民。2002 年，32 岁的他从年产
两万吨铁精粉的小铁矿做起，逐步将企
业发展成为集矿业、现代农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从 2007 年开始，他的企业每年向国家上
缴税收过亿元，占丰宁县财政收入的
10%以上；2011 年成功跻身河北省民营
企业百强。

王福国总结出一条发展规律：凡是
生命力强的优秀企业，一定是坚持诚信
经营，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他把
诚信经营、和谐发展看成企业成长进步
的立身之本。

在房地产业，他建设的楼房不仅质
量过硬，绿化率、容积率等都优于国家
标准，且价格合理公道；在现代农业，
他把有机农产品放在发展首位，坚持使
用有机肥料，开展生物防病治虫，其放
心系列食品成为当地群众首选；在金融
业，他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对确实存在
一定困难而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及个人
大开方便之门，赢得了社会的好评⋯⋯

最令人叹服的事情，则发生在顺达
集团的重头领域——采矿业上。在河北
众多采矿企业中，毁坏地表植被、露天
堆放尾矿、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在少数。
王福国率领的顺达则从源头控制抓起，
矿山开采采用洞挖的方式，有效防止了
地表植被被破坏；经过铁精粉水选后的
尾矿不露天堆放，而是混合水泥后回填
矿洞，以保证地表不存矿渣，采矿区不
发生地面坍塌，实现了无害化生态开
采。为此，顺达每生产一吨矿粉，就要
增加 100多元生产成本。

王福国不仅关心采矿区域的生态问
题，还十分关心采矿区域群众的生产生
活。采访中，胡麻营乡党委书记李景安
告诉记者，“王福国为当地群众谋福利的
行动，实在可用真情实意来形容”。顺达
矿业集团所在的后营子村和姜营子村土
地贫瘠，当地群众生活困难。王福国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为帮助当地群众脱
贫，他的企业相继做了两件大事：一是
改善当地群众的住房条件。他先后投资
5000 多万元，为两个组的村民无偿建起
了占地 2 万多平方米的住宅楼，并为每
户统一购置了家具；二是改善当地群众
的生产条件。2007 年以来，他投资近
300 万元，帮助两个村改滩造田 500 多
亩；为 4 个村打深水井 2 眼，打饮用水井
366 眼，解决了 2000 多口人及 500 多头
大牲畜的饮水问题，变 1200 亩旱田为水
浇地。当地群众的人均经济收入也由
2000元增加到了 4000多元。

有爱心的人

2011 年农历正月十九，正在为高额

手术费发愁的武春伟家中迎来了一位客
人——王福国。2009 年，丰宁县五道营
乡的武春伟考入沧州师专，成为村里为
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2010 年 9 月 27
日，正在寝室边啃馒头边看书的武春
伟，突然倒地昏迷不醒，并发生抽搐。
原来，她不慎将口中的馒头吸入气管造
成窒息，虽经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却
变成了植物人。为了治病，武家已花费
10 多万元。而治疗这种病还需做 5 次手
术，费用总计超过 10 万元。面对此情此
景，王福国当即承诺承担武春伟全部手
术费用，并当场留下 2 万元现金，嘱咐
尽快进行手术。3 月初的第一次手术十分
成功，武春伟恢复了意识。后来，王福
国又为她联系了北京的康复治疗医院，
进行第二阶段的治疗。在王福国的爱心
感召下，顺达矿业员工自发为武春伟捐
款 23240元。

而这仅仅是王福国慈善行动的一个
案例。在最近 10 年中，王福国在社会公
益方面究竟花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2008 年起，他先后
投资 300 多万元为全县敬老院和五保户
送米面油肉等生活必需品；先后出资 20
万元，为孙雪等 16 名考上大学的贫困学
子解决后顾之忧；出资 16 万多元帮助黑
山嘴镇八间房村打通出山通道，让村民
的山货得以顺畅运出⋯⋯

除了尽心尽力开展各项慈善活动，
王福国把更大的扶持力度放在了全县的
公共设施投入上。用王福国的话来说：

“这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设施，它的条
件越好，百姓的幸福指数越高。”2010
年，新落成的县中医院因资金短缺，无
力购买应急设备。王福国得知后，立即
出资 300 万元，帮助中医院渡过难关；
2011 年底，国道 111 线丰宁段需要进行
配套改造，县里资金严重不足，他了解
情况后，一次无偿资助 4800 万元，为该
路段完成生态绿化带建设；2012 年，他
又 无 偿 捐 款 5000 万 元 ， 借 款 2000 万

元，帮助丰宁县委县政府的教体园区建
设工程顺利开工⋯⋯

如今，开展慈善和公益事业已经成
为王福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他投资 200 万元，以自己儿子树磊名字
命名成立了“树磊扶贫基金会”，激励全
家人感恩社会、关爱百姓，把这种公益
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下去，为社会储
存更多正能量。

村里三年大变样

在河东村村委会主任钱增万的带领
下，记者走进了该村村民钱文厚家，他和
老伴正在收拾屋子。“120 多平方米的房
子，收拾一次挺累人。”话语中的幸福感溢
于言表。和钱文厚一样，去年 10 月份，河
东村首批 120 多户居民住进了村里新建
起的楼房，而二期工程正在施工，远期规
划已经完成。村里 70 多岁的老人王友感
慨：“多亏了王福国回村里当支书，有了
他，咱河东这 3 年的变化比之前的几十年
都大。这家家住楼房、户户买汽车的事情
要放在以前，哪个敢想？”

王福国热心公益的事迹感动着县里
各界群众，也感动着王福国本村的乡
亲。2011 年初，村党支部改选在即，村
里邀请在外开办企业的王福国回村参选
党支部书记。这时家里人劝他说，“咱们
村里既无集体资产、又无致富产业，你
还是不要回去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为好”。可王福国回答：“我从小有一个
愿望：让我们村的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
子。今天，乡亲们既然给我机会、选择
了我，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

在全村党员全票选举王福国担任村
支书后，他给予村民郑重的承诺：要采
取农村工业化、农业企业化、农民市民
化的“三化”模式，发展农业种植公
司、工程施工公司等四大产业，以工哺
农，产业富民，让农民从自己的责任田
中解放出来，跟定龙头企业发展商品生

产，以实现集体经济增收，农民群众致
富的目标。

2011 年 5 月，在县委、县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王福国以公司的名义在河东
村以每亩补偿 1000 元的价格，流转 850
多亩土地，投资 4000 万元发展设施农
业。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建设出高标
准日光温室 150 栋，并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合作发展航天蔬菜育种实验项目。
两年来，全村 60%的农户成了园区的现
代农业产业工人，人均年增收 5000 多
元，相当于过去收入的一倍以上。同时
还通过以工补农产业富民，村集体积累
达到了 1100万元。

在该村瓜果大棚中，高德云说：“原
来我家的土地收益很低，每年扣除投入
能挣三五百元就算收成不错了，村里实
施土地流转后，我家将 5 亩土地流转给
顺达农业公司集中修建了大棚，每年可
以领取土地流转租金 5000 元，还可就近
到公司打工，月收入 2000 元，这比以往
在家种地和到外边打工强了不少。”

村民致富问题解决了，王福国又开
始琢磨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2013 年 10
月，河东村开始整体建设 1000 户新民
居，并配套医院、学校等。整个工程设
计由顺达公司无偿提供，每套房屋在
120 平方米左右，装修好后，以每平方
米不高于 2000 元的成本价向农民出售。
2014 年 10 月，首批 120 户村民住进新
居，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中 国 故 事2015年9月1日 星期二16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40 印完时间：4∶40 本报印刷厂印刷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河东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国：

让 乡 亲 们 都 过 上 好 日 子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雷汉发 通讯员 韩春明

今年 47 岁的何厚江，是山东郓城县玉
河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但他更希望人们
记住他的身份是郓城县诚信发展促进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

何厚江说，郓城县素有重信守诺的淳
朴民风。小时候，他跟随爷爷去赶集。在
牛市里，两个素昧平生的庄户人，只要谈拢
了价钱，就转身找块瓦片一摔为二，各自将
一半揣进怀里，买家分文不付，便可牵牛走
人。数日后，两人在赶集时再度碰面对瓦
块还账，很少有人失约。何厚江就问爷爷
这是为啥，爷爷回答说：“‘信’字大如天！”

“诚信”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根，何厚
江把说一不二、诚信做人定为自己的行为
准则。

1980 年，何厚江的父亲患上了恶性脑
肿瘤。几经治疗，欠债 12 万元，却未能留
住老人的生命。为给帮助过自己家庭的人
吃下“定心丸”，何厚江承诺，“我不管吃再

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都会一家不落、一分
不少地把欠的钱还上”。为挣钱还债，何厚
江干过建筑工、汽车修理工。那时，学徒工
一个月只能拿到 43 元的工资，相当于正式
工的一半。从学徒到转正，一般需 3 年，何
厚江拼命学习，只用了一年便顺利转正。
每月一发工资，他就按照还债名单，一家一
家地还债。

1994 年,何厚江创业做起润滑油生
意。“客户哪怕只要一桶油,我都保证风雨
无阻按时送到。”凭着诚信,他的润滑油生
意越做越大。到 1996 年,何厚江终于划掉
了账本上的最后一个名字。

2006 年,何厚江创办了一家纺织公
司。第二年,成品纱普遍涨价，货车从郓城
运到福建，一吨纱比出厂时涨价 50 元到
100元都是常有的事，一车货有时候能涨 1
万多元。眼见行情好,有的公司不涨价就
不卸货，何厚江却从不这样做：“做生意哪

能光盯着钱，必须按合同办事，我不能因为
赚点小钱把自己的人格贱卖了。”为此，业
界给何厚江起了个“何厚道”的雅号，他也
因此赢得了不少“铁杆”客户。

在何厚江的账本上，只有未收的账，从
没有欠的款。2005 年起，何厚江把每月 6
号定为自己公司的结账日，无论供应商是
大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他总是一视同
仁，分文不少把钱打到对方账上。

其实，讲诚信的何厚江没少吃过“轻
信”的亏。2011 年，他没收货款就直接给
一个福建客户发了货，到现在 27 万元货款
都没收回来。“自己吃亏是小事，如果客户
都不讲信用，这个社会得乱成什么样？”为
了倡导更多人讲诚信，2014 年 8 月，何厚
江发起筹建了郓城县诚信建设促进会，并
花费 7 万元在郓城电视台开辟“诚信郓城”
栏目宣传诚信文化建设，专人专职建起“诚
信郓城”微信群；还出资 5 万元印发《中小

学生诚信读本》，常态化深入学校进行诚信
宣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诚信走访、座谈活
动，推动企业加强诚信建设；去年以来，还
出资 2 万元帮扶王庄等 5 个贫困村成立了
诚信秧歌队，宣扬乡村诚信文明。

截至目前，何厚江和他的郓城诚信建
设促进会已发展 3000 多名诚信会员和
280 多个诚信会员单位。今年 6 月 29 日，
首届中国诚信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
举办，郓城县诚信建设促进会作为全国唯
一一个县级诚信建设代表进行了典型发
言。8 月 12 日，何厚江在他的“诚信郓
城”微信群里发起了捐助贫困少年刘冰寒
的 接 力 ， 短 短 5 天 ， 就 收 到 爱 心 红 包
42000 余元。“我希望自己的星星之火，
能点燃人们心中诚信的火焰，发动更多社
会力量，营造一个人人讲诚信、人人护诚
信的社会氛围，人人都争做诚实守信的
人。”何厚江说。

山东郓城诚信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何厚江：

“ 信 ”字 大 如 天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魏忠友

北京的哥张志刚的出租车顶灯上闪着红色的
“的士之星”。他是北京第一批“的士之星”“的士
标兵”，23 年的的士运营中，没有一例投诉及交通
事故。

不过在北京的哥圈里，张志刚最出名的还是他
的画——20 多年来，他以出租车生涯为题材，画
了 700多幅漫画，多幅作品被首都博物馆收藏。他
出版的 《小车厢大世界——志刚画说的士故事》，
是北京的士司机出的第一本漫画书。

微胖的身材，整齐的小平头，笑起来浓黑的眉
毛就打弯，乍一看，张志刚跟相声演员牛振华有点
像。他也的确是个传递快乐的人，只不过他用的是
漫画。

张志刚珍藏着一张 1984 年的《北京晚报》漫画
版剪报，上面画的是一个人在荡秋千，马上要摔出去
了，而站在旁边的人先问“给多少钱”才肯伸手接
——这幅画的作者，正是张志刚。画这幅漫画，张志
刚讽刺的是当时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结果被外甥
女寄到《北京晚报》，竟意外刊发了。当时张志刚拿
着报纸乐了好多天，从此走上了漫画之路。

2000 年，下岗的张志刚来到北方出租汽车公
司，开上了富康车。从此，出租车成了他的画室，
客人在车上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能成为他画中的精
彩内容。为收集素材，张志刚特别喜欢和乘客聊
天。有时候乘客的一句话，就能被他改编成漫画。

都说当出租车司机苦，为有更多时间创作，他
硬是把胆小怕开车的妻子拉下了水，两口子倒班开
出租。妻子上午开，张志刚下午开。十几年来，他
的妻子只能早上一顿饭、下午一顿饭。说起这个，
张志刚感觉亏欠爱人太多，但为了画漫画，只能

“狠心”。
张志刚对自己也挺狠。这些年，他多次拒绝了

公司领导邀请他从事管理工作的建议。“坐办公室
是舒服。”张志刚说：“但是为了找灵感，创作漫
画，我还是愿意去拉活儿。”

张志刚胆子也挺大。
2003 年“非典”期间，许多的士司机都不愿

出车，张志刚却没有退缩。“那时，我和妻子坚持
天天出车，做到‘只允许我们拉不到客人，不允许
客人打不到车’，坚持每天出车 15 个小时。”张志
刚回忆说：“说不怕是假的，可我是北京的士之
星，怎能后退！”

当时，许多媒体纷纷向他约稿，希望他多画些体
现的哥风采的漫画。不到一个月，他就画出 40 多
幅。那段时间，张志刚每天一大早起来作画，下午还
坚持出车，常常睡不了几个钟头。“一想到大伙看我
的画能增强和‘非典’作战的勇气和信心，我的精神
头就特别足。”张志刚那 10 幅的哥抗击“非典”的漫
画因具有特殊意义，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也正是在“非典”肆虐的 2003 年 5 月 10 日，
张志刚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更加坚定了他
画画、做公益的信念。

2004 年，张志刚牵头成立了“北京的士书画
社”，吸引了全北京爱写爱画的的哥加入。从一开
始的 10 个人，到现在的 50 人，可以说的士行业的
书画高手都被张志刚一一挖掘出来。

2008 年，为展示北京的哥风采，积极迎接奥
运盛会，张志刚带领的士书画社的师傅们举办了全
国首次的士书画展。

在书画社里，张志刚是出了名的热心肠、点子
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志刚牵头组织的士书画
社在玉泉营环岛，利用半天运营时间，现场作画写
字，以赠送书画作品的方式为灾区募捐，两个多小
时募捐 2.7 万多元。从那以后，凡是发生重大灾
难，需要全社会支持，书画社都是最先参与捐助。

平日里，张志刚和的士书画社的同行们也不闲
着：八一建军节用书画慰问国旗班、重阳节去敬老
院慰问送字画、春节为远郊区县司机家庭送春联，
这些都是每年的惯例了。当的士同行的生命需要救
助、的士司机患白血病的孩子需要救助时，张志刚
都是最先响应积极捐款，并用书画作品为需要帮助
的同行义卖筹钱，没有一次落过空儿。

张志刚为公益活动耽误的运营收入可不少，但
他很开心：“能为首都第一窗口行业做点事，光
荣！”张志刚乐呵呵地说：“我是把出租开出乐子，
把乐子说成段子，把段子画成片子，其乐无穷啊！”

画漫画的“的士之星”
本报记者 佘 颖

张志刚（右）到老人家中慰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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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王福国探望患病的武春伟。图②图② 王福国在农业公司的航天蔬菜育种大棚内。

图③图③ 王福国向丰宁县中医院捐资购买医疗设备。 韩春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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