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2017年7月24日 星期一20
（上接第十九版）
2017 年以来股市低迷，周

海江及控股集团却做到持续增
持，绝不恶意套现而损害股民
利益。周海江承诺多为红豆集
团 2 万多名员工谋利益、办实
事，不让一个员工掉队。2007
年 1 月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
报制度实施，他带领集团 25 名
高层管理人员成为当地自行申
报纳税的第一批个人。

红豆集团始终秉持“诚信
共赢、成果共享”的理念，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走出国门，赴
柬埔寨参与建设“西哈努克港
经济特区”。为赢得当地群众信
任，周海江要求企业必须信守
承诺。他安排人员逐一走乡访
村，向村民保证：每人三个月
能赚回一头牛。

经过 10 年开发，上百家企
业入驻特区，提供就业机会 1.6
万个，很多岗位一个月就能赚
回一头牛。周海江至诚至信办
实 事 ， 让 西 港 特 区 成 为 响 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探路者和践
行者。他和西港特区公司还积
极捐资助学、帮弱扶困，改善
当地交通和卫生条件，向当地
百姓兑现了“日子越来越好”
的承诺。

周海江心系公益事业，个
人出资 2000 万元成立了无锡红
豆关爱老党员基金会，与父亲
周耀庭共同出资 2000 万元成立
无锡耀庭慈善基金会。他个人
捐款 300 万元，在汶川地震灾
区设立了“七一红豆奖学金”。
集团已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超3
亿元。

周 海 江 荣 获 全 国 劳 动 模
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
号，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340 郑芳茂

郑芳茂，男，汉族，1968
年 3 月生，民建会员，海南省
海口才茂食品厂总经理。

做产品，他坚守最纯真、
最地道的海南味道，征服顾客
舌尖；做企业，他秉持诚信经
营的理念，赢得客户信赖；做
人，他保留着工人子弟善良、
感恩、踏实的本色⋯⋯人无信
不立，郑芳茂为自己的人生打
上了诚实守信的深深烙印。

“ 诚 实 守 信 、 诚 信 经 营 ”
是郑芳茂倡导的企业文化，也
是 他 的 经 营 理 念 。 2012 年 3
月，郑芳茂与某单位签订了全
年 供 货 合 同 。 然 而 到 了 下 半
年，由于原材料大幅涨价，这
个订单变成了赔本的买卖。厂
里的主管劝郑芳茂想办法终止
合同，郑芳茂却说：“我们厂
的经营宗旨是以诚信为本，我
宁可赔钱也不会丢掉厂子的信
誉。”在他看来，诚信是企业
的灵魂，可以用经济思维考虑
企业发展，但企业灵魂容不得
沾染半点铜臭。当年，这笔买
卖的确赔了钱，但郑芳茂却用
自 己 的 诚 信 换 回 更 多 更 大 的
订单。

一个以诚信为立身之本的
企业，谁都愿意跟他合作，消
费者也会信赖企业的产品。郑
芳茂不断向员工强调，产品没
出厂前要先过好自己的两关：
第一关是良心关，原料不达标
不生产；第二关是质量关，产
品不达标不上市。他们将产品
质量视作生命，每一件产品都
代表两条生命：一个是企业发
展的生命，一个是消费者的生
命。用这样的心态做企业，郑
芳茂绝不允许一件不合格产品
流入市场。

郑 芳 茂 的 食 品 厂 成 立 至
今，从未发生过一次食品质量
问题，在消费者中树立了良好
的 品 牌 形 象 。 曾 经 有 一 段 时
间，广东、香港等地的月饼纷
纷抢滩海南，受市场冲击，海
南许多生产月饼的食品厂相继
破产。郑芳茂的食品厂却逆势
而起，凭借“诚”字招牌，不
断做大做强。

郑芳茂认为，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理应承担
更多的社会责任。从建厂到现
在，郑芳茂的企业一直在默默
地回报社会。1998 年，食品厂
还 未 完 全 立 稳 脚 跟 ， 资 金 有
限，他就已经张罗着去帮助孤
寡老人、贫困户、残疾人，积
极参与爱心活动，捐资助学扶
贫济弱。十几年来，他经营的
食品厂累计捐款捐物达 200 多
万元。

郑芳茂荣获海南省优秀民
营企业家等称号。

341 房公训

房公训，男，汉族，1930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山东省
莱芜市茶业口镇崖下村村民。

13 岁起步，一直走成耄耋
老 者 ， 就 是 为 了 兑 现 一 句 承
诺。为烈士寻亲，五下江西，
病而无怨，艰而不悔。73 年前
的承诺，73 年的执着坚守，73
年的真情倾注，73 年的寻亲之
旅 ， 诠 释 了 房 公 训 的 忠 信 大
义，谱写了一曲守信践诺的真
情之歌。

1942 年 11 月 11 日 ， 抗 日
英雄钟效培在莱芜茶业口镇榆
林前村开展工作时突遭日军袭
击，身负重伤，后被转移至崖
下村。年仅 13 岁的房公训负责
为 钟 效 培 送 饭 。 虽 经 细 心 照
料 ， 钟 效 培 终 因 伤 势 过 重 牺
牲。临终前，他告诉房公训自
己是江西兴国县人，并托付他
在抗战胜利后，想办法和家人
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死在这
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房
公训一直没和兴国县方面联系
上 ， 但 他 心 里 一 直 记 着 、 念
着、想着。他像对待自己亲人
一样，为钟效培守墓、上香、
烧 纸 ⋯⋯ 几 十 年 时 间 从 未
间断。

2002 年春，72 岁高龄的房
公训不顾家人反对，赶到兴国
县打听钟效培的老家。兴国县
的烈士有 5 万多人，找一个人
如同大海捞针。房公训寻找无
果，并没有气馁。2006 年春，
他在崖下村租了 3 间旧房子住
下来，主持为钟效培修坟立碑
之事。租赁的破房子到处漏风
渗雨，十分荒凉破败。老人出
钱整修房屋，制作印有钟效培
事 迹 的 宣 传 画 挂 满 屋 内 的 墙
面，建成了由他自己设计、出
资 、 布 展 的 钟 效 培 烈 士 纪 念
馆。2007 年，他瞒着家人偷偷
再次南下。这一次他通过有关
档案资料掌握了钟效培老家的
详细地址，到达了兴国县埠头
乡龙沙村。他找到龙沙村党支
部书记，说明来意。村支书告
诉他，钟效培仅有三个侄子尚
在人世，但都在广东打工，无
法取得联系。房公训决定留在
龙沙村等候，最后因花光身上
的 钱 ， 无 奈 踏 上 归 程 。 2008
年、2009 年、2012 年，房公训
又先后三次南下，可惜都无功
而返。

2015 年 8 月，开国元勋耿
飚将军之女耿焱了解到有关情
况 ， 深 受 感 动 。 在 耿 焱 帮 助
下，2015 年 9 月 22 日，钟效培
的侄子钟铅元怀揣家乡泥土和
泉水，来到崖下村。在钟效培
墓前，85 岁的房公训悲声朗诵
当年钟效培唱给他的歌，痛彻
肝肠的场景让在场的所有人热
泪盈眶。73 年后，这场迟来的
亲人祭祀，终于了却房公训老
人的心愿。一份嘱托，一句承
诺，一生追寻，这就是房公训
的人生写照。

房 公 训 荣 登 “ 中 国 好 人
榜”。

342 孟广彬

孟广彬，男，汉族，196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街道
文兴社区居民。

他 注 册 “ 雷 锋 号 ” 小 鞋
摊，几十年如一日，用一针一
线 穿 写 出 诚 实 守 信 的 人 生 信

条 ， 以 一 个 平 凡 劳 动 者 的 坚
守，诠释了一名草根工匠的社
会价值。

孟广彬出身贫寒，因小时
候得到过很多乡亲的帮助，便
立志用自己的双手回报社会。
孟 广 彬 把 雷 锋 当 作 自 己 的 榜
样，1988 年起，他开始在哈尔
滨师范大学校园外摆摊修鞋。
他的鞋摊旁有块小黑板，上面
写着：“鞋子穿坏请别愁，广彬
为 您 解 忧 愁 ； 生 活 之 中 互 帮
助，雷锋精神记心头。”他还制
作 2000 多张优惠卡分发到学生
手中，凡是贫困学生、老人和
残 疾 人 来 修 鞋 ， 一 概 分 文 不
取。几十年来，他义务修鞋十
余万双。无论刮风还是下雪，
他都要等到学生们放学把鞋取
走再收摊，他认为这是人与人
之间最基本的信任。1995 年 8
月 24 日，家人发来电报，在山
东的母亲病重，要他速回。但
看到鞋摊上还有五双修好的鞋
没人来取，他就一直等到傍晚
学生们把鞋取走，才匆忙赶到
火车站。

1992 年春天，孟广彬在收
拾修鞋摊时，捡到一个棕色皮
包，里面有 1 万元钱。孟广彬
一直等到失主前来寻找，把皮
包交还失主。29 年来，生活并
不 富 裕 的 他 拾 到 并 交 还 的 现
金、支票等钱物近 20 余万元。
每逢节假日，他总是骑着自行
车，带着修鞋箱，到福利院、
孤儿院和社区，为特困户、残
疾人、烈士家属、抗美援朝老
功臣义务修鞋。他还为困难群
众 捐 款 捐 物 ， 资 助 对 象 达 百
余人。

孟广彬常对人讲：“人的价
值在于能为大家做点事。钱可
以不赚、诚信不能失！”他修鞋
的每一块皮子、每一个钉子、
每一瓶胶、每一团线，都选最
好的。他承诺：“我修过的鞋绝
不让顾客再修第二次”。由于孟
广彬的鞋摊保质量、重信誉，
在社会上很快就有了名气，哈
师大附近及远处的居民都愿意
找他修鞋。20 多年里，孟广彬
积累了 7 大本“万人修鞋留言
簿”，每本厚达半尺。这 7 大本
沉甸甸的留言簿记录了孟广彬
用一针一线穿起的“诚信”，成
为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孟 广 彬 荣 获 全 国 劳 动 模
范、全国“最美志愿者”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343 赵玉忠

赵玉忠，男，汉族，1957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北京北
菜园农产品产销合作社理事长。

宁愿销毁病害菜，也不打
农药；即使得罪客户，也不以
次充好⋯⋯凭着一股诚信经营
的“倔”劲儿，赵玉忠把一家
启动资金只有 18.5 万元的蔬菜
合 作 社 ， 做 到 年 产 值 逾 千 万
元 ， 用 实 际 行 动 证 明 诚 信 不
仅 是 一 种 美 德 ， 也 是 一 种
财富。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小丰
营村是个蔬菜名村。2007 年，
村里成立北京北菜园蔬菜专业
合作社，村民公认的“能人”
赵玉忠被推选为理事长。想要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种出品
相好、个头大的有机蔬菜，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0 年，
10 多亩快要采摘的西红柿虫害
严重，有种植户说打点农药能
救活，但赵玉忠坚决不同意，

“宁可受损失，也不能砸了招

牌。”赵玉忠含着泪，带着种
植户将病害西红柿连根拔掉。
这些年，合作社累计拔掉秧苗
几万株，销毁不合格蔬菜几十
万公斤。虽然为此损失上百万
元，但却保证了产品质量，造
就 了 响 当 当 的 “ 北 菜 园 ”
品牌。

“种放心菜，才能赚长久
钱。”赵玉忠深知诚信是经营
之本。2011 年春节，有个长期
合作的客户想订购 200 箱有机
蔬菜，但合作社的西红柿和豆
角无法足量供应。客户表示赵
玉忠可以采购普通蔬菜，按有
机蔬菜包装，并承诺会按有机
蔬菜价格付费。这笔交易，光
差价就可以赚 2 万元，但赵玉
忠严词拒绝。客户一开始非常
生气，但是冷静后专门向赵玉
忠道歉，并更加坚定了与赵玉
忠长期合作的决心。

赵玉忠引入信息化手段，
对蔬菜种植实施严格的监测管
理，记录蔬菜成长全过程。合
作社出产的蔬菜都有二维码，
消费者只要扫码，就能知道这
些蔬菜是几号大棚生产，有哪
些技术员经手，由哪家物流公
司配送⋯⋯

当初担任理事长时，他对
合作社承诺，要种出能主导市
场价格的有机菜；他对社员承
诺，要蹚出一条持续稳定的增
收路；他对客户承诺，要卖不
施化肥不打农药的“放心菜”。
如今，10 年过去了，从年富力
强到两鬓添白，赵玉忠兑现了
自己的每一个承诺，启动资金
只有 18.5 万元的合作社年产值
已逾千万元。

赵玉忠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等称号。

344 赵秀梅

赵秀梅，女，汉族，1953
年 4 月生，甘肃省平凉市崆峒
区柳湖镇泾滩村村民。

十几年前，赵秀梅不过是
想给人看娃贴补家用，谁想一
夜之间成了孩子的“奶奶”。她
并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身体不
好，放弃抚养孩子。因为她曾
许 下 诺 言 ： 一 定 要 照 顾 好 孩
子。在她的庇护下，孩子从嗷
嗷待哺的幼儿长成聪明懂事的
少年。爱与义，彰显在她平凡
的日子里。

赵秀梅是平凉市柳湖镇泾
滩村农民。2004 年，一位女子
经人介绍抱着 1 岁大的儿子浩
浩来到她家。双方商定孩子由
赵秀梅喂养，每月支付她保姆
费 300 元。最初，孩子的父亲
和 母 亲 隔 三 岔 五 就 过 来 看 孩
子，偶尔也会把孩子接回家住
几天，再送回到赵秀梅家中继
续寄养。但到 2009 年，浩浩的
母亲逐渐很长时间才来一次，
每次都是一个人空手而来，悄
悄离开，保姆费更无从谈起。
一段时间后，浩浩的父母再也
没有出现。后来浩浩母亲的房
东打来电话告诉她，浩浩父母
房租没交清就走了。

于是，赵秀梅就成了浩浩
身边最亲的人。她暗自许下诺
言：一定要让浩浩长大成才。
她 把 浩 浩 当 作 自 己 的 孩 子 抚
养，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还把他送去上学。本来就不宽
裕的一家，生活更加困难。赵
秀梅和老伴年事已高、身体多
病，有人劝她放弃抚养浩浩，
她断然拒绝。她说：“我要对得
起自己的良心，我绝对不会让
浩浩流落街头成为孤儿！”10年
来， 赵秀梅含辛茹苦地把浩浩
拉扯大。浩浩早已融入这个家
庭，总是“奶奶、奶奶”地叫
个不停。在赵秀梅的耳濡目染
下，浩浩虽然年龄不大，却充
满爱心，每次看到“奶奶”因
往事流泪，都会默默为她擦拭
眼泪。

赵秀梅曾想方设法帮孩子
寻找亲生父母，但她对浩浩父
母的详细信息却知之甚少，无
从下手。直到她的事迹被媒体

报道，浩浩的父亲得知儿子消
息，委托朋友专程前往赵秀梅
家，表达愧疚之情，于 2015 年
将浩浩接走。

赵秀梅荣获甘肃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

345 侯必顺

侯必顺，男，汉族，1960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山西省
繁峙县东风粉丝厂厂长。

20 多年来，侯必顺在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岗位上，以诚实
厚道为人生准则，坦坦荡荡做
人 ， 踏 踏 实 实 做 事 ， 信 守 诺
言 、 恪 守 信 用 。 在 他 的 店 铺
里，成交的不仅仅是商品，更
是承诺。

1996 年，繁峙粉丝业在经
历一段蓬勃发展期后，遭遇瓶
颈 ， 有 关 企 业 纷 纷 倒 闭 、 转
产。危难之际，领导把负债累
累的东风粉丝厂交给侯必顺。
在此之前，侯必顺做过一些小
本 生 意 ， 但 经 营 企 业 还 是 第
一次。

侯必顺不负重托，通过各
种途径筹集资金 100 万元。他
对员工郑重作出“两个保证、
三个承诺”，即保证绝不拖欠员
工工资，保证人人享有企业福
利；承诺：员工家里有急事缺
钱 找 他 ； 孩 子 上 学 有 困 难 找
他；需要用车办事找他。在企
业发展过程中，他把当初承诺
一一兑现，赢得了全体员工的
信任与支持。许多跟随他 20 多
年的老员工，直到退休也不愿
离开公司，现在仍在公司发挥
余热。由于他的诚实厚道和许
诺践诺，集聚了厚实的无形资
产。危难时，有人愿低息借款
数十万元人民币给他，连借据
都不需要。

“客户第一，诚信至上”是
他的经商原则，“先让客户赚
钱，再求自己赢利”是他的经
营之道。无论是与外地客商打
交道，还是和本地人交往，他
都 没 说 过 一 次 谎 ， 骗 过 一 个
人，一是一，二是二，有诺必
践。诚实守信的经营风范，让
侯必顺赢得了客户信赖，他的
客户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市，很
多客户都和他保持着长期的合
作关系。广东一位客户与侯必
顺合作 20 年之久，没有发生过
一次不愉快。“侯厂长为人诚
实、靠得住，让我打心眼里敬
佩。他有这样好的产品质量，
又有这样好的人品，我愿意一
直与他交往下去，相信我们的
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好，合作越
做越愉快。”凭着坚守诚信，他
成了同行业的标杆。企业生产
的东风粉丝也深受信赖，远销
全国各地。

侯必顺荣获山西省道德模
范等称号。

346 高建辉

高建辉，男，汉族，1983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福建省
榕城监狱教育科科员。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坚守
承诺，贴心照顾孤寡老人，用
真情构筑一条爱的纽带；作为
一名狱警，他牢记誓言，恪尽
职守，想尽办法帮助服刑人员
改造新生。高建辉用十几年光
阴，唱出承诺无悔、使命必达
的青春之歌。

2006 年 10 月，高建辉在一
次志愿活动中结识了孤寡老人
谢阿姨。谢阿姨 60 多岁，孤苦
伶仃、疾病缠身，靠低保过日

子。高建辉看到这一情况，十
分痛心，决定与老人结成一对
一 帮 扶 对 子 ， 并 当 场 许 下 承
诺：“您就是我的另一个妈妈，
一定会好好照顾您。”此后，高
建辉每隔十天半月就带日用品
和生活必需品到谢阿姨家中，
说话、聊天，嘘寒问暖，让老
人 感 受 到 幸 福 温 暖 的 人 生 滋
味。一天，谢阿姨在做饭时癫
痫发作，造成中度烧伤。痛苦
之 中 ， 她 的 情 绪 出 现 剧 烈 波
动，对生活产生悲观念头，几
次把高建辉拒之门外。高建辉
不灰心，不停地安抚、劝慰谢
阿姨，向她保证会像亲生儿子
般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谢阿姨
终于冷静下来，在高建辉陪同
下 ， 到 医 院 接 受 治 疗 。 慢 慢
地 ， 谢 阿 姨 被 小 高 的 真 诚 感
动，心中的坚冰逐渐融化，重
新找回对生活的信心。高建辉
还先后加入 10 多个公益团体，
参与创建“福州血友之家”等
社会服务机构。

高建辉成为一名狱警后，
牢记入警誓言，恪尽职守。高
建辉所在监狱有个聋哑服刑人
员余某，过往糟糕的生活经历
使得他不信任别人、不与人交
往、不参加劳动生产，甚至经
常不吃不喝、不洗不睡。高建
辉根据余某的性格特点和心理
特征，采取正面鼓励的办法，
对他的正确行为及时肯定。余
某的人生态度慢慢变得积极起
来，开始与人沟通交流。为和
余 某 交 心 ， 高 建 辉 学 习 了 手
语 ， 通 过 手 语 和 余 某 进 行 交
流。一段时间后，余某对他产
生 了 信 任 ， 开 始 积 极 改 造
自己。

347 郭俊华

郭俊华，女，汉族，1977
年 5 月生，天津市宝坻区天星
皮革厂工人。

郭俊华的丈夫和婆婆先后
因病去世，家中剩下体弱的公
公、未成年的儿子和 20 多万元
的欠款。她擦干眼泪，勇敢面
对，每天早出晚归打工赚钱，
短短 3年多还欠款 8万多元。郭
俊华用坚强、勤劳、执着践行
着诚信报恩的诺言。

5年前，郭俊华的丈夫周大
章被确诊为白血病。她带着丈
夫跑遍各大医院，花光所有积
蓄。在最困难的时候，亲戚朋
友、街坊四邻都伸出援手，但
最终没能留住丈夫的生命。没
多久，婆婆也因为伤心过度，
突发脑出血离开人世。公公年
老多病、儿子尚未成年，家里
家外能依靠的只有郭俊华。她
没 有 逃 避 ， 毅 然 支 撑 起 这 个
家。“我曾经答应大章，为他搭
建一个美满的家庭。现在他走
了，这句诺言还在。”郭俊华很
快在一家鞋厂找了份工作，把
挣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为了
多挣点钱，她每天早出晚归。3
年来，除了春节工厂停工，她
不曾休过一天假。

“多加一天班就多赚一天
钱，就能早点还上欠债。”她有
一个小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
地记着每笔借款和善款。村民
王新说：“我们捐款是一份心
意，从没想着让她还。”可郭俊
华不这么认为，“在我们最困难
的时候，大家帮助了我们。这
都是大伙对我们家的恩情，这
份情我永远记在心里，但钱一
定得还。”几年下来，郭俊华还
清了一多半的欠债。

郭俊华的辛苦，公公很心
疼，几次提出让郭俊华再找一
个，不少人也给她介绍对象。
郭俊华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
这个人必须跟她一起照顾公公
和 儿 子 ， 一 起 报 答 乡 亲 的 恩
情 。 一 位 男 子 被 她 的 人 品 打
动，愿意和她共同面对生活的
困难。他说：“她对家庭的责
任，对老人的孝顺，正是我最
欣赏的地方。我愿意跟她一起
承 担 ， 我 们 的 日 子 会 越 过 越
好！”郭俊华用自己的坚强和

诚 信 又 创 造 了 一 个 幸 福 美 满
的家。

郭俊华荣获天津市道德模
范称号。

348 陶正学

陶正学，男，苗族，1965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贵州省
六盘水市盘州市普古乡娘娘山
联村党委书记。

“故乡的水土和父老乡亲养
育 了 我 ， 我 一 个 人 富 了 不 叫
富，乡亲们共同过上幸福日子
这才是真正的富”，这是他始终
坚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
撑下，陶正学言行一致、信守
承诺，致富不忘家乡，修路、
修 学 校 等 ， 帮 助 贫 困 家 庭 解
难 ， 带 领 乡 亲 走 上 共 同 富 裕
之路。

陶正学在外经商期间，先
后 投 入 了 2000 万 元 用 作 家 乡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2012 年 ，
他带着资金和发展理念回到家
乡，成立盘州市普古银湖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产业
发展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陶
正 学 按 照 “ 一 村 一 特 ” 做 好

“ 一 村 一 规 划 ”， 走 上 了 一 条
“ 资 源 变 资 产 、 资 金 变 股 金 、
农 民 变 股 东 ” 的 “ 三 变 ”
之路。

陶正学采取“农户入股多
少 ， 合 作 社 就 垫 多 少 ” 的 方
式，带动 8 个村 465 户村民用
土地或现金入股，在每股 20 万
元的股金中，农户只需入股 10
万元，由陶正学垫付 10 万元。
对于想加入合作社但又缺乏资
金的一些村民，陶正学还无偿
借钱给他们入股，履行带领大
家共同致富的承诺。

陶正学整合社会资金、村
民手中闲散资金、土地、集体
资产、生态资源、政府帮扶资
金和政策，发挥各种要素整合
的最大效应，探索农村产业发
展和脱贫攻坚，使舍烹村成为
贵州省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排头
兵。通过不懈努力，陶正学摸
索出“三变”发展模式，帮助
村民就近就地务工。2016 年，
娘娘山园区实现农旅产值 4 亿
元 ， 带 动 1472 户 贫 困 人 口 脱
贫。在村民眼里，陶正学是一
个诚实守信的致富带头人，他
当初承诺带领父老乡亲共同富
裕 的 美 好 愿 景 正 一 步 步 在
实现。

陶正学荣获全国民族大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贵州省道德模范
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349 黄大发

黄大发，男，汉族，1935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贵州省
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
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

36 年来，黄大发忠实践行
“修渠、致富”的誓言，带领群
众绝壁凿天渠，建成一条跨 3
座大山、大小 9 个悬崖，主渠
长 7200 米、支渠长 2200 米的水
渠，解决了当地的缺水问题，
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
条件，被当地群众称为“当代
愚公”。

草王坝曾缺水严重，村里
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来回要
走两个小时。1958 年，黄大发
当选草王坝大队大队长。他许
下承诺“一定要想方设法通上
水，让大家吃上米饭”。这句话
成了黄大发的人生信条。由公
社牵头，村里组成施工队，黄

大发任指挥长，开始修建“红
旗大沟”，打通隧道建成沟渠，
引来大山背后的螺丝河水。由
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工程只
打通了 116 米长的隧道，水渠
后来被废弃。但黄大发并没有
放弃，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
执念：我是村支书，有责任修
通水渠，解决村里人畜饮水问
题，改变贫困现状。1989 年，
54 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
香水利站跟班学习水利知识和
开凿技术。

经 过 多 方 奔 走 和 申 请 ，
1992 年 底 ， 修 渠 工 程 终 于 立
项。第二年正月初三，水渠工
程冒着大雪开工。黄大发既当
指挥长又当技术员，年近六旬
的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在修擦
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崖壁成
了难题，年近六十的黄大发把
麻绳系在自己身上吊下悬崖测
量。修渠期间，黄大发的女儿
和孙子相继因病去世，黄大发
承 受 着 悲 痛 ， 坚 守 在 修 渠 一
线 。 1994 年 ， 水 渠 的 主 渠 贯
通，河水第一次满满当当地流
进草王坝村。群众以黄大发的
名 字 给 这 条 渠 命 名 为 “ 大 发
渠”。

水 渠 修 好 后 ， 为 了 兑 现
“带领村民致富”的诺言，黄大
发把精力又放在脱贫致富上。
他先后带头搞起养殖业、种植
业，带领群众“坡改梯”，昔日
的荒山荒坡变成了良田。

黄大发荣获时代楷模、“贵
州榜样·最美人物”、贵州省脱
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350 黄式水

黄式水，男，汉族，1972
年 5 月生，广东省广州市增城
区 石 滩 镇 绿 湖 国 际 城 建 筑
工人。

10 多年前，黄式水在广东
打工时得了疾病。由于当时手
头比较紧，得到救治后，欠下
医院 2900 元医药费。出院时，
黄式水说，一定会回来还上医
药费。14 年后，黄式水辗转千
里回到当年救治他的医院，将
当年欠下的治疗费如数归还。
无论时隔多久都要兑现承诺，
这 就 是 黄 式 水 奉 行 的 诚 实
信念。

2002年12月31日，从江西
省上饶市来广州市务工的黄式
水忽然肚子疼痛，初步诊断是
急性胃穿孔，被救护车送往增
城区人民医院。处于半昏迷状
态、未交任何费用的黄式水入
院后，医生及时为他手术，很
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由于举目无亲，黄式水没
钱 吃 饭 ， 躺 在 病 床 上 无 法 自
理，医生和护士无微不至地照
顾他，这些温暖和善意让黄式
水 念 念 不 忘 。 黄 式 水 初 来 增
城，没有积蓄，出院时无法交
齐医药费，留下了一张 2900 元
的欠条和一句承诺：我会回来
还钱的。

黄式水身体康复后，在广
州增城、江西丰城两地之间奔
波。农闲时，在工地做建筑工
人，农忙时回乡收种庄稼。黄
式水家里不富裕，每次攒下一
点钱，总会遇到家里需要钱应
急 ， 使 他 手 头 上 余 钱 一 直 不
多。2016 年 4 月 12 日，黄式水
终于攒下 3000 元钱，从江西辗
转千里来到增城市人民医院，
偿还当年所欠的医药费。因年
份已久，医院医务科信息系统
多次更新，已经无法查到当年
记录信息。黄式水去财务科寻
求帮忙，财务科帮他查到了 14
年前的信息记录，终于把欠的
医药费还上，了却了十多年的
心结。

黄 式 水 是 个 懂 得 感 恩 的
人，他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
2017 年 6 月，黄式水为广州市
公益读书项目捐款 5500 元，用
实 际 行 动 回 馈 社 会 对 他 的
帮助。

黄式水荣登“中国好人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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