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棍村里的另类千万富翁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核心提示

从农民到商人再到农村人，这是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乔宗旺的人生三

部曲。看似简单的人生三部曲，却蕴涵

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短短一年半时间，他把昔日贫瘠

的小山村建设成了一个集种植、餐饮、

旅游为一体的特色新农村，而乔宗旺

却为此付出了 ３００万元资金。在众人
的流言飞语中，他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和信念，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村民、改

变着这里的一切。

光棍村里走出的富翁

“春冬光秃秃、夏秋长荆棘、刮风

满脸土、下雨满身泥、山上石头多、出

门就爬坡、姑娘嫁山外、后生光棍多。”

这段顺口溜是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村

民们自编的，真实地刻画出了泰山村

贫穷落后面貌。

泰山村在新郑市乃至郑州市都是

出了名的穷，在这个不足 １６００人的小
山村里，没一点资源优势。土地贫瘠，

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差，粮食亩产

最多三四百斤，遇到大旱几乎颗粒无

收。村里的姑娘都远嫁山外，小伙子们

有的远离家乡寻求生计，有的到别村

做了上门女婿。因为贫穷，至今村里仍

有 ３６名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是远近
闻名的“光棍村”。

村民们原来靠挖石头维持生计，

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日子过得本就捉

襟见肘，再加上村里的各种不良风气，

使村民们生活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

圈子。村里稍有头脑的“能人”都离开

了村子，到山下去寻找生路。

回忆起当初的情况，乔宗旺至今

记忆犹新。那年他刚２０多岁，兄妹 ５
人中，他是老大。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

完了高中，回到了村里务农。眼看就到

了谈婚的年龄，因村里是出了名的穷，

家庭更是贫困。父母多次托人给他说

媳妇，可女方一听说是泰山村的，都是

摇摇头委婉拒绝了，这下可急坏了父

母。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乔宗旺差一

点做了倒插门女婿，后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改

变了自己的人生。

高中毕业在家务农没

多久，他到村小学当了一

名民办教师。１９８３年，当
了 １０年民办教师的他，
眼看转正无望，毅然辞去

了在村民看来属于“铁饭

碗”的民办教师。辞职后，

他背着父母打好包的被

褥，怀揣母亲卖鸡蛋攒下

的几十元零钱，走出了泰

山村，寻找新的生计。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

初期，读过高中的他，凭借

自己的知识和灵活的头

脑，很快就在城市里谋到

了一份工作，但那只能解

决暂时的温饱问题。不甘

心给别人做牛做马的他，

在攒了一小笔积蓄后，开

始转身跨入商业大潮中。

先后在煤炭、化工、房地产

等行业摸爬滚打 ２０多年，赚到了大把
大把的钞票，不但改变了贫困的家庭

生活，他的人生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娶

到了一个贤惠孝敬的漂亮媳妇。

２００４年，他从外面回到家乡龙湖
镇，投资建起了可供 ４００多名学生住
宿的升达学生公寓，还有一个工厂，４
个大商铺，一栋 ４２０平方米的别墅，资
产上千万元。

这个从光棍村走出来的贫困娃，

谁也不会想到，短短 ２０多年，竟然成
了身家上千万元的成功商人。

被逼回光棍村当“司令”

拥有千万资产的乔宗旺，全家过

上了富裕生活。一个意外的事件改变

了他原有的再次腾飞的计划，他放下

千万家产再次回到贫瘠的小山村，当

起了村官。

２００６年，泰山村老支部书记患病
瘫痪在床，村民失去了领头雁，一时人

心惶惶，村里一切事务都陷入了瘫痪

状态。龙湖镇党委班子是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把全村所有人都筛选了一遍，

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老支书这

个位子。

面对这个烂摊子，龙湖镇党委把

选拔泰山村致富带头人的目光聚集在

了乔宗旺身上。镇党委领导找到他，把

想法告诉他后，他瞪大了双眼说：“啥？

让我回光棍村当村官？我不干！”第一

次谈话，双方毫无结果，不欢而散。第

二次，镇里的领导再次找到他时，他态

度依然坚决，不回光棍村去当“司令”。

就在这时，一些人开始对此事议论纷

纷说：“你不干，你乔宗旺在外面厉害，

可回到泰山村也是熊包一个！”“啥？他

们这样说我？我风风雨雨活了大半辈

子，还从来没被别人小看过呢，好歹咱

也是个人物，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我，更

不能让老家人看不起我，中！我听党和

政府的安排，这个光棍村的‘司令’我

是当定了！”这是镇领导第三次找到他

时，把外面对他的看法谈过后，乔宗旺

才下定决心，接下这个重担的。不是为

别的，就是为了争口气，不让别人小瞧

了自己。

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１４日，乔宗旺被逼
无奈，只好走马上任，回到了阔别 ２０
多年的家乡泰山村，当起了该村党

支部书记，成了这个光棍村的 “司

令”。

大干一年半倒贴３００万

在众村民的议论声中，乔宗旺

上任了。在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

乔宗旺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乔宗旺进村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山体复原工程”，因此前村民为了

生计，只好挖山上的石头卖。没几年工

夫，整个村庄的山到处挖得千孔百疮，

面目全非。乔宗旺提出，恢复山体，植

树造林，建设生态型环保型旅游型社

会主义新农村。于是，２００６年下半年，
泰山村十多个工地同时开工，恢复山

体、停止采石、植树造林、建设人文景

观园、给村民接上自来水等，他的新农

村建设工程开工了。

然而，停止采石，植

树造林，断了 ４０多家承
包户的财路。村民乔马

岭态度强硬，死活不愿

意。“为了泰山村的发

展，我今天给你跪下

了。”乔宗旺正要下跪，

乔马岭的父亲冲儿子

吼：“停，停，看把宗旺难

为成啥了？”当即取出合

同撕个粉碎。乔宗旺自

掏腰包 ３．８万元，赔偿
承包户们的损失。

工程结束后，乔宗

旺又开始发动群众平

沟填土，重建村委会办

公楼和村民文化广场。

为了使工程按期完工，

乔宗旺天天守在工地

上，困了就在车里打个

盹，饿了就啃包方便

面。短短几个月，乔宗

旺所做出的一切，让泰

山村村民心服口服。

自此以后，无论村里干什么活，大

家都是积极参加，不索取任何回报。村

民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宗旺人家

真是想给俺们办点好事，俺们再不积

极那还算人吗？”

自乔宗旺回到泰山村任职以来，

短短一年半时间，先后带领村民做了

八项大工程，使昔日的泰山村发生了

巨大变化。也就是在这短短一年半的

时间里，他个人为村里的发展倒贴资

金３００多万元。

新农村建设急需知识人才

“路通了，漂亮的办公大楼、文化

大院建起来了，村民们也都通上了自

来水。但这一切并不能代表泰山村迈

进了新农村，只能说正在朝新农村方

向前进。新农村建设不单单是修路、

盖房子，而是让村民思想解放，摈弃

小农意识，素质得到提高，人人过上

和谐幸福的小康生活。”乔宗旺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

他说：“到现在我心里的一块疙瘩

始终没解开。村民普遍素质不高，跟不

上发展思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我

思索了很久，也试探性地做了很多工

作，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我想到当

初毛主席闹革命，开办农民运动讲习

所的启发，开办了农民发展致富讲习

所。每周至少进行一次致富‘洗脑’教

育，以此来逐渐改变群众的落后思想。

同时，我个人出资、出车，带领村委一

班子人去外地参观学习。”

在乔宗旺的提倡下，该村还成立

了 “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拔尖

人才协会”等。通过这些协会，使泰山

村村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泰

山村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尽管如此，乔宗旺仍不满意。他

说：“现在还有不少村民住在 ‘石头

房’里，下步计划是在今年五一期间

开始动工给村民建设 ８０套别墅，让
那些住在旧房中的群众也住上别墅，

由此一步一步地改善群众的居住问

题。”

此外，乔宗旺还凭借泰山村的深

厚文化底蕴，大打生态旅游牌，引进泰

山村“荣誉村民”，招商引资，利用泰山

村地貌特色，兴建窑洞宾馆，建设“黄

帝圣水厂”，并且已经把“泰山村”注册

成了商标。

面对泰山村的发展，乔宗旺有时

候也是深感知识的匮乏。他说：“作为

一个村的带头人，你就应该比别人懂

得多，要不然你怎么带领大家。很多时

候我都有一种知识不够用的感觉，所

以平时一有空就翻书本恶补知识。现

在新农村建设不是缺人干活，而是急

需一批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这不

单单是泰山村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

很多农村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下一

步，我们要通过市里和镇里的多方面

帮助，吸引一批有思想有知识的大学

生或拔尖人才，让他们来到泰山村，施

展各自的才华和能力，力争在三五年

之内，把泰山村建设成一个集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新型社会主义

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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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孤残儿童奔波的八旬老人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今年 ８０岁的邓州市退休老人洪荣惠，通
过关系与美国一家国际性助残机构———明尼

苏达州“儿童之家”取得联系，使邓州成为“儿

童之家”在中国唯一的县级资助对象。他不顾

年迈，为此事奔波 １０年，投入自己大量财力物
力。１０年来，美方对邓州 ２０名孤儿和 ６５名聋
哑儿童进行了无偿救助，共救助善款（物）近 １３
万美元。他被评为河南省百佳慈善家、河南省

“爱心使者”、邓州市最佳市民。

下乡发现孤残儿童生活困难

家住邓州市东城区的洪荣惠老人出生于

１９２９年，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高中毕业生。新中
国成立后，他就职于当时的邓县服务公司，在

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由于摄影技术不错、工

作勤勤恳恳，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５年洪荣惠光荣退休。闲不住的他依靠
自家的临街房开了一家照相馆，发挥自己的一

技之长，挣钱弥补家庭生活的不足。他经常背

着照相机、骑自行车下乡照相。

邓州市有人口１５４万，是全国第三人口大
县，孤残儿童也就多一些。在农村奔走，洪荣惠

发现失去父母的孤儿和聋哑孩子不仅从来没有

照过相，上学也困难。他可以免费给他们照相，

但如何能让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走进学校读书

成了他的“心病”，孤残儿童们对生活和学习渴

望的目光经常刺痛着他的心。

１９９７年邓州市建成了一所聋哑学校。一
天，他下乡回家路过聋哑学校门口，突然听到

一阵阵聋哑孩子咿咿呀呀的声音。他跳下自行

车走近聋哑学校大门，隔着铁栅门仔细观望，

看到一群聋哑孩子正在校园玩耍。两个聋哑孩

子发现洪荣惠在看他们，走过来用手势和洪荣

惠打招呼。看到孩子们急于想向他表达心声而

不能说话，他觉得这些孩子太可怜了。在农村

遇到的那些孤残儿童期盼美好未来的目光立

刻浮现在他眼前。

从此，他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助这些

可怜的孩子，让他们也能好好学习，长大自食

其力，不至于成为社会的包袱”。

争取到国际性助残机构支持

１９９７年秋天，洪荣惠当年上学的邓州一小
举行百年校庆，一群老人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

校庆。老人们见面诉不完的思念之情，说不完

的生活经历。而有备而来的洪荣惠见到老同学

讲述的是自己看到的

孤残儿童们可怜、无助

的生活状况，他恳请曾

身居要职、家境殷实的

老同学能尽力为家乡

的孤残儿童进行帮助。

这些心系家乡的老人

们积极响应洪荣惠的

号召，立即慷慨解囊进

行捐款。

从北京回家乡参

加母校百年庆典的原

公安部干部蔡悦刚告

诉洪荣惠，他的女儿蔡

丹玲在美国明尼苏达

州“儿童之家”从事残

疾儿童救助工作，回去

后和女儿联系一下，把

邓州孤残儿童的情况

和她讲讲，看看能不能

得到美国方面的帮助。

洪荣惠听到老同

学这样说，高兴得夜不

能寐：“如果能得到美

国的救助，那邓州很多

孤 残 儿 童 就 能 上 学

了！”和老同学分手时，

洪荣惠千叮咛万嘱咐，

希望蔡悦刚回京一定和女儿联系，争取把事办

成功，为家乡孤残儿童造福。

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康摩大街

２２３０号的“儿童之家”成立于 １８８９年，经管 １４
个国家 １７个国际项目，是一个国际性残疾儿
童救助机构，他们利用企业家捐助和募集来的

资金，到本国和经济落后的国家领养残疾儿童

给没有子女的美国人抚养，并不救助，也不在

国外设立救助机构，更不愿意在一个县设立救

助站点。

当蔡悦刚把老家孤残儿童情况电话告诉

女儿蔡丹玲时，女儿向他说明了情况。但主管

中国项目的蔡丹玲告诉爸爸，她会尽力说服董

事会执行主席、总裁麦当娜·Ｗ·金博士。经过
蔡丹玲耐心说服，总裁居然同意让赶快拿出邓

州市孤残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资料。

１９９８年元旦前夕，一直在焦急期待的洪荣
惠终于盼来了蔡悦刚的佳音：“洪兄，相托之事

已经办妥，随信寄去女儿丹玲让我代转的注册

表格，请你为家乡的残疾人事业做点好事。”得

知美国“儿童之家”同意把邓州市聋哑学校列

入救助项目后，７０岁的洪荣惠高兴得不知道说
什么好，一下子好像年轻了许多。

他马上找邓州市政府、民政局、教育局和

聋哑学校进行汇报，可谁也不相信天下会有这

样的好事情———救助残疾人，觉得这是天方夜

谭。洪荣惠只好自己去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不

久，蔡丹玲率领亚洲项目主管———柯丽诗小姐

一行 ３人从大洋彼岸飞回祖国，亲临老家邓州
实地考察。这时邓州市有关部门才相信天上会

掉馅饼，他们热情接待了蔡丹玲一行，就这样

救助项目很快确定下来。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美国明尼苏达州“儿童之家”
救助邓州市残疾儿童项目正式启动，首批２１８０
美元救助款顺利汇到中国银行南阳分行。邓州成

为美国“儿童之家”在全球唯一一个救助站点。

１０年来，美国“儿童之家”先后对邓州 ２０
名孤儿和 ６５名聋哑儿童进行了无偿救助，共
救助善款（物）１２５９７０美元。

把助残当做有生之年的事业

美国“儿童之家”对邓州孤残儿童救助的

标准是：每个孤儿每月 ２０美元，聋哑儿童每年
５０美元，这些款每年分３次汇到中国银行南阳

分行。而这些款

的接收人是洪荣

惠。

按照美方要

求，款必须当着

老师和孩子、家

长的面交到每个

孩子手中，孩子

要在领款单子上

签名或盖章。同

时，将孩子每次

领款的照片寄到

美国，以防款到

不了孩子手中。

美国“儿童之家”

把洪荣惠当作他

们在邓州市的编

外义工。作为邓

州项目的中方财

务总监，这些工

作要洪荣惠一个

人去完成。为了

让 美 国 方 面 放

心，为了把好事

办好，洪荣惠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把
照相馆的生意交

给儿子经营，自

己专职从事孤残儿童的工作。

每次汇款到南阳，洪荣惠自费坐长途车

到南阳取款，每批款要先去登记，过一段时间

才能去取。也就是说，一年他要自费坐车去南

阳 ６趟，１０年间他坐车去南阳 ６０趟。他退休
早，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 ４００多元，为了节
省开支，老人家下车往往步行从汽车站去银

行，中午就吃一碗面条，他说：“我是从旧社会

过来的人，有钱也舍不得花，饿了有面条吃就

不错。”

６５名聋哑孩子的钱可以一次性送到聋哑
学校，可２０位孤儿分居在全县不同的村庄，最
远的距离洪荣惠家有９０里，发钱成了一项繁重
的工作。可他不顾年迈，１０年如一日，顶烈日，
冒严寒，骑着自行车，带着照相机，奔走在２０个
孤儿和他家之间。家远的孩子，为了一天能打来

回，他骑车到乡政府，再让乡政府找人骑摩托车

带他到孩子家。一次，他在家访一个孤儿回家路

上，破旧的自行车链条断了，天也黑了，老人家

推自行车走了１０多里路，把子女们心疼坏了。
当看到孤儿们能安心上学，聋哑孩子见他就围

上来，他再苦再累心里也乐滋滋的。

１０年来，洪荣惠除了自己救助孤残儿童的
钱，为取款、送款花费的路费、伙食费和拍照

片、寄照片的费用就有 ２万多元。为了弥补他
的个人损失，美方每年春节前给他寄来 １０美
元，可他还是把这些钱用在了孤残儿童身上。

他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在这个项目援助下，邓州市市区的一位

２４岁聋哑姑娘已从北京特殊学院毕业，并在北
京从事装潢设计工作。

一个叫张立波的男孩，从中州大学特殊学

院毕业，回到邓州市聋哑学校当老师。

一位从邓州市聋哑学校毕业的孩子，依靠

在聋哑学校学习的理发技术，在家乡开了一家

理发店，并结婚生了女儿。

提起这些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聋哑孩子，

洪荣惠开玩笑说：“看到这些孩子生活能够自

食其力，我这点付出也值了。”

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实行了

“两免一补”政策，洪荣惠老人说，美方现在已

停止了这个项目，现在他们正和联合国有关机

构联系，让联合国接管这两个项目。

为了表达洪荣惠 １０年为孤残儿童忘我地
工作，今年 １月 ２３日，明尼苏达州“儿童之家”
中国项目负责人武扬从大洋彼岸给洪荣惠寄

来了一张嘉许状，表彰他对儿童慈善事业及中

美人民友谊所做的重大贡献。武扬在信中写

道：“今寄来我们组织准备的由总裁麦当娜签

名的奖状一份，本想装裱在镜框里寄，但因不

方便邮寄作罢，请见谅！”信中还写道：“大家不

会忘记您这位老朋友的，再次代表明尼苏达儿

童之家的所有同仁感谢您为邓州项目作出的

伟大贡献！”

在明尼苏达州“儿童之家”负责人眼里，邓

州市的 ２０名孤儿可以接受教育了，但在洪荣
惠眼里，孤儿们生活还很困难。当得知美方终

止援助的消息后，洪荣惠起草了一份报告，建

议邓州市政府能够筹资建一座孤儿院，让这些

孤儿少有所养、学有所得。“让他们将来同样可

以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不至于成为社会

的包袱。”

洪荣惠老人为孤残儿童奔波的事迹不仅

得到了孤残儿童的爱戴，也得到了社会的赞

誉。２００３年，他被评为河南省百佳慈善家；２００４
年，被评为邓州市学雷锋标兵；２００５年被河南
省慈善总会评为“爱心使者”；２００７年被评为邓
州市最佳市民。

一位聋哑孩子在给洪荣惠的信中写道：“你

栽下一株幼苗，但你却收获了整个春天……”

洪荣惠老人和孩子们

乔宗旺

洪荣惠和麦当娜·Ｗ·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