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东泰安市宁阳县鹤山镇，有这样一对常年和
粮食打交道的“信义兄弟”：30 多年间，群众自愿把粮
食卖给他们，只因他们从不“短斤少两”；合作伙伴愿意
和他们做生意，只因他们“一诺千金”。他们用30多年
的坚守，铸成了“信义”金字招牌。他们就是金麦香面
粉厂老板王长义、王长信兄弟。

11 月 22 日，早上 8 点刚过，金麦香面粉厂就热闹
起来，种粮大户于兴旺熟练地将车开上3米宽的地磅，
检测水分、上磅称重、过筛、去杂质、微机结算，6485公
斤小麦，每公斤 2.52 元，10 多分钟后，于兴旺拿着
16342 元现金离开了。不一会儿，又一辆三轮车开进
厂区……

“我们厂天天都是收粮旺季。”看着络绎不绝的卖
粮农户，王长信告诉记者，35 年前，他们也从贩粮开
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1983年王长信退伍返乡后，和大哥王长义一同做
起了贩粮生意。当时，“粮贩子”坑农现象时有发生，农
民对上门收购的粮贩极不信任，都争着把粮卖给他们
兄弟二人。“老王宁可自己亏点儿，也不会给俺少一两，
价格上还比别人贵一分，秤杆子实诚”，山后村村民张
秀良说。

“最初，每天收购1000斤，后来达到1.5吨”，王长
信翻看着有些泛黄的记账本。

1998年的一天，王长信到泰安芝田面粉厂送粮，会
计将一摞5000元钱现金当3000元给了他。拿着多出
的 2000 元钱，王长信却吃不下饭，“咱做的是良心买
卖，不能赚这昧心钱！”疲惫的王长信又开车返回一百多
里外的工厂。接过送回的钱，会计感激地说：“多亏您把
这钱送了回来，否则得扣我4个月的工资啊！”

在近 20 年收粮、送粮过程中，类似的事发生了不
下10次，但每次王长信的第一反应都是“送回去”。

随着兄弟俩做的一件件实诚事被口口相传，越来
越多的人愿意跟他们做生意。为防止粮贩子掺假，晚上
各面粉厂都不收粮，但老王兄弟却是个例外，面粉厂老
板们说：“凡是他们兄弟送来的粮食，咱多晚都收！”

粮食贩得久了，兄弟俩商量着在家乡建个面粉
厂。2005年，泰安市金麦香面粉制品厂成立。

夏要防潮、秋要防虫、冬要防鼠，储粮曾是农民的一大“心病”。为此，兄弟
俩琢磨出“粮食代存”的新道道，老百姓把麦子免费存到面粉厂，可凭单据随时
提取、折现，王长义向储粮户承诺：“不用考虑粮食损耗，价格‘随行就市’！”

2011年夏收时，村民以每斤1元的价格将小麦存入面粉厂，临近年关，粮
价竟涨到每斤 1.3元。俗话说，“粮食过了分，好比贩黄金”，粮仓内的 400 万
斤粮食，足足涨了 120 万元，让人看着都眼红，可王长义却坚守当初的承诺，

“既是随行就市，咱就该按现价兑现！”
一时间，前来存粮的储户络绎不绝。“面粉厂代存粮食的储户1008户，年

存储粮食3010吨”，王长义在账本上清晰记录着。
古语云，“金泗皋，银王卞，要吃麦子下鹤山”。鹤山镇麦子好吃是出了名

的。“好麦子才能加工出好面粉”。2008年，兄弟二人整合周边村庄6000亩土
地，采取“基地+农户+企业”形式，对粮食基地实行统一播种、施肥、管理，从源头
上管控原粮。优质原粮比普通粮食高2分钱，鹤山镇近2万农户尝到了甜头。

正当生意兴隆时，信义兄弟遭到当头一棒。2012年初，乡饮乡一馒头房
购进面粉2吨，王长信去要钱时遭遇赖账：“质量有问题，蒸的馒头不起个！”老
王一下懵了，“有可能是磨面机在开机时磨面不均，也有可能是酵母问题。可
当初承诺面粉保质保换，就得守信，不能砸招牌！”兄弟二人揽下责任，免了这
家馒头房5000元的面粉款。

为此，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兄弟俩着手建设年产20万吨优质小麦面粉
加工项目，新上500吨生产线一条，同时配套新上有机面条、麸皮烘干生产等
延伸产品生产线。“企业又上了个新档次！”王长义说。

企业诚信经营，面粉质优价廉，金麦香面粉厂在既无业务员又不花钱做过
广告的情况下，“闻香而来”的客户与日俱增，面粉远销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今年8月份，金麦香面粉厂被评为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先供心再做事，有人品才有生意”，大哥王长义说，这是他爷爷一直念叨
的一句话。

“我们兄弟4人出生后，由爷爷取名‘义、庚、智、信’，就是希望我们传承信
义美德。”每每遇到事情，兄弟几个总会想起爷爷的叮嘱，“至少不抹黑我们兄
弟的名字！”

良好家风的传递，影响着后辈人，支撑着企业的发展，更源源不断地扩散
着正能量。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镇上将7个省市贫困村、178万元扶贫资金放
入厂里入股委托经营，贫困户定期拿红利吃分红，7个村子用了两年时间全部
摘帽。“十里八村都知道这兄弟俩，为人厚道实在，无论粮价怎么变，分红数都
按合同办，多亏他们帮我脱贫了。”西南村贫困户白林国说。

信义传家，信义担责。无论是街坊缺钱应急，客户遭遇不幸，还是村里捐资
助学、修路架桥，抑或是全镇文化建设、脱贫攻坚，各类慈善公益兄弟俩总是跑
在最前面。多年来，他们捐款数额从200元到5000元，再到1万元不断增多，
但做生意算账精明的信义兄弟，却总是记不住这一笔笔善款到底是多少数额。

几十年来的点滴坚守，让“诚信”二字在“信义兄弟”身上绽放出耀眼光芒，
温暖着时代脉搏。“信义兄弟”也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首届全国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广西桂林市导游协会会长刘萌
刚，从事旅游工作15年来，接待了近2
万名国内外游客，无一例投诉；三次援
藏，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和重重困难，
用专业与真诚向国外友人展示一个真
实的西藏，赢得了赞誉。

诚信二字，看似简单，其实行之不
易。旅游市场竞争日渐激烈，一些不
规范行为也随之产生。旅行社“零团
费”或“负团费”越来越盛行，导游们甚
至需要从旅行社花钱“买团”，团到手
后再用各种方法“引导”客人消费把钱
挣回来。在这种环境下，越是会坑蒙
拐骗的导游，就越有“钱途”。

在金钱诱惑下，有些人迷失了，但
刘萌刚坚定地选择良知。他说：“在金
钱和信誉上我选择后者，我不想昧着
良心接团！”

刘萌刚不仅从自身做起，还为改
变这种现状不懈努力。刘萌刚开始从
事导游工作时，接待国外游客的旅行
社操作规范、要求严格，奠定了他诚实
守信、用心服务的职业心态。此后，他
勤奋钻研业务，待客热情本分，几年间
就成长为客人喜欢、旅行社放心的优
秀导游，经常被委以重任。

带团时刘萌刚从不推销既定行程
以外的项目，也从不接“零负团”。他
说：“如果带‘零负团’，肯定会想尽一
切方法使利益最大化，不会用心服务
游客。不接‘零负团’费的旅行团，是
我的底线！我宁愿少挣钱，也不愿整
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让游客掏腰包，
挣良心不安的钱！”

2004 年 5月份，刘萌刚接待了一
对母子，是来自毛里求斯的游客。母

子俩在桂林购买了一对石狮子，打算
把每个约 2 吨重的石狮运回毛里求
斯。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们把 3000
美元和一张名片交给刘萌刚：“请按这
个地址帮我们把石狮子寄回毛里求
斯！”刘萌刚回答：“既然你相信我，那
就请你放心！”当时的 3000 美元相当
于 2 万多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支付完邮费后还有剩余，刘萌刚再
联系对方，将剩余的钱退回去。女主
人为此专门写信致谢：“货物已收到，
非常幸运认识你，也因为你的真诚，使
我们很放心让你把物品托运回来。非
常感谢你，并期待你有时间来毛里求
斯游玩，我们可以当你的向导。”

刘萌刚也曾为了维护客人的利益
与司机发生过争执。更多的时候，刘
萌刚注重与司机交流，告诉他们无论

是按照旅游合同，还是作为诚信接待，
都要严格遵守不进购物店、不增加自
费景点的约定，引导司机以良好服务
赢得游客的信任与尊重。在他的影响
带动下，许多导游、司机都自觉抵制

“零负团”。
2010年，刘萌刚被选为桂林市导

游协会会长。作为热点旅游城市导游
协会会长，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抵制不
合理的低价团，还利用会长身份，积极
呼吁更多会员和同行共同参与。2015
年 5 月份，刘萌刚代表桂林市导游协
会，倡议全市导游拒接“填坑团”（花钱
买团），并与桂林市旅行社协会、旅游景
区与休闲购物企业协会、旅游饭店协会
联合倡议，抵制“不合理低价旅游”，维
护桂林旅游市场秩序。桂林市导游协
会的倡议得到全国同行的热烈响应，也
得到了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游客，刘
萌刚是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导游乃至中
国人的一个窗口，他用真诚和守信，换
来外国游客对中国导游的好感与信任，
树立了中国导游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

“万师傅！过河哟！”
“哎！来哒！”
在风景如画的武陵山区深处，

湖北建始县三里乡大沙河村渡口，
有一位艄公撑着渡船日夜往复，义
渡附近村民为小河横亘的山村搭
建起一条连通两岸的坚固“桥梁”。

水流悠悠，时光荏苒，老艄公万
其珍的头发慢慢花白，他的儿孙又
接过蒿杆传承善举。为了遵守祖上
的一个承诺，万家子孙数代人，141
年来“不收一文钱”，每日接引乘人
顺顺当当地走，安安心心地回。

1877年，万其珍的爷爷万作柱
为躲兵赋，从江汉平原监利县举家
迁到建始县大沙河村。作为外乡
人，当地百姓不仅不排斥他们，还
为万家的生活行了诸多方便，这让
全家人十分感动，总想“为村民们
做点什么”。

自幼深谙水性的万作柱，见家
门前绝壁峡谷中的这个渡口全靠
几条三角小木舟摆渡，不时有村民
落水身亡。为报答乡亲们的厚爱，
万作柱与妻子商议，卖掉两头肥
猪，制作了一只能载 10 人的大木

船，为当地人摆渡。还许下诺言：
不向村民收取一文钱。就这样，万
家爷爷在河两岸撑船载着村民摆
渡一辈子，摇摇摆摆，来来去去。

临终前，万家爷爷嘱咐两个儿
子要对这个承诺负责。万其珍的
父亲作为长子，继续着万家的义
渡。万其珍的父亲去世后，其叔二
话没说，又在大沙河边摆起船，直
到病逝在渡口旁。1989 年，万其
珍接过了篙杆。

万其珍家并不富裕，妻子患有
重病，万家渡船的生活来源，仅靠
渡口旁边的几亩薄田，生活清苦。
曾有人邀万其珍“合伙”：摆渡一人
收费一元，那么一个来回大概有10
人，每天约 30 个来回，这就意味
着，每月会有一定的收入。万其珍
听了这“生财之道”后断然拒绝，他
说：“说话就要算数，穷也要穷得有
志气。”

“过河……”渡口对岸村民的
声音在山谷里响起。坐在岸边晒
太阳的万其珍像一个接到命令的
士兵一般，“噌”地站起身，稳步走
到河边，解开船绳，等村民一一上

船坐稳后，起桨开始撑船。大沙河
宽约百米，老万熟练地起桨、落桨，
大约一刻钟光景就到了对岸。最
忙时，他每天来回撑船50多次。

村民们说，万家几代人都有
求必应，无论冰雪连天，还是夜
半更深，只要有人喊“过河”，他
们就摆渡，从不会为多等几个人
而耽误时间，哪怕一次只渡一个
人。更难得的是，虽然大沙河摆
渡只是一小段水，深浅不同，浅
处只数尺，深处超 60 多米，但从
万家开始撑船到现在，100 多年
来从没出过一起事故。

村里曾向上级部门建议在大
沙河两岸修座桥。但因为村子穷，
河口宽，桥的跨度大，造价高，所以
一直没能解决。因此，万家义渡依
然是周边上万人过河的唯一方法。

“如果没有万家摆渡，过不了
河，我们的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
村民谭正英家的菜园在河对岸，她
每天都要乘老万的船到对岸种田、
种菜、割猪草。“真是分文不收。”家
住渡口旁的村民龙世银，说起万家
义渡，十分激动。

干农活一般都要早起，于是万
其珍养成了早出晚归的习惯。平
时每天都是两顿饭：上午 10 点左
右不忙的时候吃一顿，算是早午
饭，晚上村民都回家后，他再回家
吃晚饭。中午，好心的村民如果外
出，会多带一点干粮，让老万先填
填肚子。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大沙河发
洪水，水位高，水流急。老万家人劝
他，洪水这么大，容易出意外，不要
冒险去渡人了。老万不听劝，执意
继续摆渡。他说，跟别人说好的事
情，不要轻易放弃。而且，自己撑了
这么多年的船，对撑船的本领信得
过。儿子万芳权为此跟老万吵了一
架，但他还是陪同父亲一起，在汛期
每天接送村民。如今，万芳权已不
出门打工，经常帮年迈的父亲撑船，
成为万家义渡的第四代船工。

万其珍家多次被村民评为“十
星级文明户”，他也成为全村最受
欢迎和尊重的人。2006年6月份，
万其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万
其珍的渡船也常被村民称为“党员
号”。今年，万其珍又被评选为

“2018诚信之星”。
万家几代人一不为名，二不为

利，只为“信义”二字。冬去春来，
夏逝秋至，木船变成了铁船，篙杆
变成了船桨，不变的是那份质朴的
承诺，一船一篙，信守百年。

21 年前，战友因救人牺牲，他主动承
担起赡养战友父母的责任，承诺替战友尽
孝一辈子。

21 年来，他把津贴分为两份，一份寄
给自己父母，一份寄给战友父母，他经常打
电话、每年远赴吉林桦甸市去看望老人，孝
顺老人……

他叫廖良开，家住重庆市开州区赵家
街道。认识廖良开的人都说，为了一份承
诺，他跨越 3000 公里，坚守 21 年，用时间
和行动证明了诚实守信，善良和忠义，他的
品格比金子还宝贵。

时间回溯到1997年。这一年年初，刚
刚来到部队的廖良开和来自吉林桦甸市的
刘继强一起被分配到葫芦岛海军某部。两
人因工作结识，又兴趣相投，很快亲如兄
弟，相约一起努力考军校。然而，1997年9
月28日下午，一个噩耗传来——刘继强因
勇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

随后，部队追认刘继强为革命烈士，接
来刘继强的父母见儿子最后一面。“当时听
说继强的爸妈哭晕好几次，我感到非常心
痛！”在战友们自发组织的捐款中，廖良开
一下子把入伍半年多积攒的200元津贴全
部捐出。

两位老人走后，廖良开脑海中不断浮
现老人憔悴的面孔。“继强跳下十几米高的
防波堤救人，凭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信
念。如今他走了，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就是他们的儿子。”廖良开暗自下决心，
要替刘继强尽孝一辈子。

此后，廖良开开始给刘继强的父母写信，
跟他们聊工作、聊生活。一次次的信件往来，
让悲痛的刘银智夫妇感到了一丝安慰。

1998年的 3月 21日，是刘继强母亲的生日，廖良开精心制作
了一张生日卡，连同 50元津贴寄给老人。廖良开在卡片上写道：

“敬爱的爸爸妈妈，虽说我不是你们亲生的骨肉，请您放心，我就是
继强的化身，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向你们尽一份儿女的孝心。”

生日当晚，廖良开拨通了刘继强母亲的电话。“祝妈妈生日快乐！”
廖良开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的老人哭了，哽咽地说：“哎，开儿，妈很好。”
从那以后，两位老人又有了一个“儿子”，廖良开也多了一对爸妈。

第二年国庆节，廖良开第一次休假没回老家，而是几经辗转来
到吉林桦甸市大营七组。暮色中，他走下停在村口的公共汽车，向
正在等他的二老敬了一个军礼。“当时的场面非常温馨，妈妈偷偷
拭泪，爸爸一个劲儿‘傻笑’，刘家 3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各自带着
家人盛情迎接。”廖良开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没忘记那个场景，
丰盛的家常菜、辣喉的东北白酒，亲切热情的称呼，都让廖良开有
一种回家的感觉。

21 年里，廖良开一有空就打电话跟二老谈心：自考考上了辽
宁大学，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交到了女朋友……一
件件、一桩桩的喜事，廖良开总是及时给远在吉林的父母报喜。毕
业后在北京工作时资助贫困大学生、退伍后在成都安家立业，他总
是第一时间打电话和吉林的父母商量。问候的电话、孝敬父母的
钱物、探亲的假期，他总是一分为二，兼顾两边的爸爸妈妈。

2003年，廖良开和女友赵静结婚，吉林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
了崭新的被褥，打扫了婚房。2004年，廖良开的儿子出生，吉林的
母亲寄来一大包亲手做的小孩衣物。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定居
成都的廖良开到吉林探亲，要坐两天多的火车加汽车。即便如此，
他每年至少跑一趟。后来成了家，就是夫妻同行，再后来有了儿
子，探亲路上变成了一家三口。

一声爸妈千钧重，说好一辈子，就是一辈子。2017年7月份，廖
良开喊了20年的母亲走了，他火速赶往吉林，在母亲灵前，为老人
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料理完后事，廖良开又陪了爸爸10多天。临
走时，他拉着爸爸的手说：“爸，我会孝敬您一辈子，以后还会常来！”

为了一个承诺坚守 21年，在旁人看来难以想象的事，在廖良
开身上却如此真实自然。这几年，廖良开相继获得 2017年度“重
庆好人”；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称号，入选2017年度10
月份“中国好人榜”，获得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共同颁发的2018“诚
信之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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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三里乡大沙河村村民万其珍——

百 年 义 渡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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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村民摆

渡过河。
郑吉龙摄

廖良开

（左一）一家

三口和吉林

爸爸妈妈合

影。

（资料照片）

刘萌刚

（左二）和外

国 游 客 合

影。

（资料照片）

广西桂林市导游协会会长刘萌刚——

诚 实 守 信 的 好 导 游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信义兄

弟 （前排）

在车间。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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