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新闻
2013年9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高宏宇编辑孔潇校对邢廷惠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dsxw＠163.com

ZHENGZHOU DAILY CITY NEWS

!"#$%&'()

!"#$%&'()*+,-./

01234&'562789&'5:#$

;<=

!"#

>?%&'@+/01&

'.ABC2!"DEFGHIJ<K0

L5%2DEF562MNOPQRIJ<

K0L5%2STEU5,VJW:

/01&'+XYZP.<[\A

].̂ 7%_]:`abcdOP/01

&-.efghijklmnop.qrs

/tuv.wxyz{|.}~!"f#$

%&':V(2789&'5)*b+/]

,-o\./0Z12v34J.P56

Z-'789-]^7-/_].:&--b

4;<o\=>?@CAw<BC%:

#EpJDE~FGHQIJ#K

L<%

$"$

jMmEpJNO-EP#$

QR+~FS.TUVWX#$YZ%[

#EpJ\X]~.#K

%$

j(^_#`

QR+EpJDEa@X~S.#EpJ

~FQIVbV~FSc8\XWdef

gh:X

&""$

i

!

j.#EpJ~FQI

TkV[#&'%&'lmE4no-p

qrs/tuvvno%~F.~Fwx

Jyz`E{|0}.~dH!<l"):

V~#%$%EpJ\X/1v&':

(i

$

j)

'

j.*#+]~&'

('('$

N,."f=

!!)!*#

.&-E4no

_.&'

*

N,

+%

0/:ijE010}

%gFwx23.(i[4i*#GH-4

x-Ibt-4pJQ<5<16Dno~

F"f=7@i

$*&

V(Q8#9:;:

&"$,

i

!

j

&

k)

*

k.#EpJD

E~FGHQI~F-<=>?@AE

pJDEa@~F.YBCFD.+]~

GH

&++''

N,."f=

!!)*&

EF]~4

pJ

',,

N,."f=+

!!),&

EF]~4

x

$('"

N,."f=+

$""

E:&-w

"fEpJ

%"()+

0/:

!"#$%$&'()*+

!"#$,-./012345

!"

!"#$%&'()*+,-.+/(.0/(.1/(.2/3456-7

89:;<=>?

#"

@ABCDEF3GHIIJK>LMNEOPQRSTUV?

$"

WXPQYXZ[?

%"

W\PQ]^?

&"

_`W\WXabcW\dPefghijkYX45-lmn?

'"

opqrJK>stV?uvstg;wxopqrgyz{z|

}~gst!"#$%?

("

&'(JKy)*+g,-./?

)"

0>01g2344g45:5y6789'(:;(<=(#>??

*"

@ABCDg4>(BC$EFGgHIHJHKHLH

+,--.

?

!/"

JKM(JKN(#O?PQR"ST#]U?

!"#$%&'()*++,('-.,/++()-),-

0 1%23456789:;<=>?@AB

CDEF%GHIJ(-(F/KLMDNOJPQ)FRS

TUVFE%WXYFZA[\]=>?@A^_`a

bFcdefg

h<i1%jjjklmnopqnrmqoksnt

!"#$ %&'(

uv`aPwbxdyz{|8}~!"#9$

!"#$%&'()*+,-%

$./01234*56789:;

<=2>?()@ABCD*EFGH

IJGKLM%EFHNOM%EFPQR

STUVM*WXYZ[\$](^B

_`ab*cd(^ef*ghijk

FGFP*ijklmno*ijkp

Gqrstu(vw"$xyz{|

}~)!*v"()^#QR*$%9

&"$'(*)*+,-./*01+

,-23*45+,-(6*78+,

-()9:;<=>?s

E,-M%E$.M@AB*C156

78;sDEFGB;HIJ%KL

_MBNO78@A%GPQRB7

8SD%TUVIB9:WX%YZB

0[\]*_MB>G^_`ab2s

!

"

#

$

%

&

'

(

)

*

+

,

-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从未听
见黄久生抱怨过任何人。

“我在郑州稳定后，把父亲接
了过来，谁知 3年后，他却得了食
道癌。”说到这里，黄久生的声音有
些哽咽，“他也是受了一辈子苦，临
老有好的也吃不下，那几年我经济
条件不算好，四处借钱替他治病，
最终还是没留住他。 ”黄久生满
足了父亲最后的愿望，带他去坐了
一回飞机，到北京转转。

父亲去世后，黄久生对待每
个他照顾的孤寡老人，都像自己
的父母一样。今年 8 月份，他接
一些孤寡老人去南湾湖旅游，一
位 70多岁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
自己这辈子没出过潢川，听说能
来南湾湖旅游，头天夜里 3 点都
睡不着了，“久生啊，我托你的福，
这次旅游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
事，结婚都没这么高兴过”。黄久
生说，他当时眼泪都下来了，“你
说，我能因为一时缺钱，就不管他
们吗？”

原来，这 20 年来，黄久生的
事业并非一帆风顺。“有几年，快
过年了工程款还没到账，手下工
人们等着拿钱回家过年，老人的
棉衣、米油还没着落，我着急啊，
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借钱。”黄久生
说，别的事都能等，但养老人的事
不能等。

直到现在，黄久生都没像样的
办公室，在郑州一直四处租房办

公。“上次有记者来采访，要拍我的
办公室，我怕丢人，不让他们来，后
来实在没办法，才把情况如实说
了，结果记者告诉我，这不丢人。”
黄久生说，自己当时很感动，没想
到这么多人认同他的做法。

谈起今后的打算，黄久生说
自己没啥计划，但不管条件如何，
都会把这项报恩事业做下去。这
段学习结束后，他打算回潢川一
趟，带孤寡老人们坐飞机到北京
旅游。“上次我回去时，有老人说
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我承诺说，等
经济条件许可了，我带大家坐飞
机到北京，看看首都的新变化，这
次要兑现诺言。”

黄久生强调说，今后除了捐
钱，他会多抽时间陪陪这些孤寡
老人。他解释说，以前是因为没
条件，这几年生意好做了，能挤出
空闲了。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妹妹
被亲戚接走，留我一个人看家，夜
里我害怕啊，每天晚饭后搬个小板
凳坐在门口，等村里小伙伴来和我
做伴，家里就一床破被子，上面蹬
得尽是洞，我夜里起来，一遍一遍
替他们盖好，怕他们冻病了，不能
来了。”黄久生说，“我到现在都感
激那些小伙伴，我家那样的条件，
他们还肯来和我做伴。现在看到
那些孤寡老人，我就想到了小时候
的自己，我愿意和老人们做伴，愿
意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河南农民工登上北大讲堂
黄久生：幼年乡亲助我衣食，我当倾力回报家乡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文 陈 靖 图

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17
岁离家打工，梦想就是挣钱报答
乡亲们的养育之恩。他从工地小
工做起，一步步做到项目经理。
与此同时，他带领万余同乡出来
打工致富，出资赡养 700 多名孤
寡老人，并捐款为家乡修路、建小
学、敬老院。黄久生，这个因今年
9 月 1 日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
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让现场师生
感动流泪的河南农民工，用行动
书写了一曲感恩之歌。

9月7日，记者在古色古香的
北大西门见到了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黄久生。出现在记者
面前的黄久生，身穿带有“北大光
华学院EMBA”字样的T恤，胸前
挂着听课证，俨然一副大学生派
头。不过，黄久生强调说，自己是
个农民工，这个身份从来不曾改
变，“刚出来打工时，我曾为自己
是农民工自卑过，现在这个身份
让我骄傲”。

报考北大EMBA时，黄久生心里没
底，“我高中没毕业，是个农民工，人家
为啥要收我？”但看过他的简历后，光华
管理学院同意接收他，只不过有一个要
求：开学典礼上，你得给全院新生讲讲
你的经历。这便是那个台下流泪、网民
感动的演讲的由来。

黄久生说，9月1日在北大百年纪念
讲堂演讲，上台前自己腿肚子直打哆
嗦。“讲着讲着，我觉得不对劲，台下不
断有掌声，有人一边流泪一边鼓掌。”黄
久生说，“我后来知道，观众鼓掌的时
候，我应该停顿一下的，但我当时脑子
一片空白，只管继续讲下去。”

黄久生说，起初自己来北大，都不
敢跟别人说，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你一
个农民工，读啥EMBA啊”。不过，现在
他不怕了：“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
有农民工，只要肯付出，所有梦想都会
实现。当年我在山上背柴火挣学费时，
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踏进北大校
门，现在我做到了。”

记者了解到，报考北大 EMBA，除
了提交简历外，还有严格的笔试、面试，
黄久生能进来绝非光凭运气。

高中辍学后，黄久生并没放弃学
习。“我把工地当成课堂，勤学习、不偷
懒，就拿提灰来说，多走几步，把灰放
在师傅顺手的地方，就可以替师傅省
很大力。”黄久生说。由于善于观察、
干活实在，所以每个师傅都愿意带他，
从看图纸到摆线，都毫无保留地教给
他。

黄久生买了许多建筑知识方面的
书，趁夜间休息时看。通过自学，黄久
生还拿到了平顶山工学院的工民建专
业函授文凭。

上世纪80年代末，黄久生带领老乡
组建农民工队伍。这支400人的团队参
与了中建七局承建的新郑卷烟厂联合
厂房主体工程施工，获得1999年度国家
最高建筑质量奖鲁班奖。这些年，黄久
生以一名农民工的身份，得到的荣誉数
不胜数。他先后荣获 2008年和谐中国
十大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敬老之星等。

“这些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高
了，我觉得自己承受不起，是感恩的心
支撑我走到这一步。”黄久生说。

进北大面试时，黄久生这样说：“我
的管理经验就是，正人先正己，我对工
人提的要求，我自己首先做到。工程每
个细节我都要求精品，一个细节有瑕
疵，哪怕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心里就觉
得对不住人，必须推倒重来。”

黄久生说：“农民工同样可以有梦
想，就看你敢不敢去追求。”

在北大的演讲中，黄久生主要讲述
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其中说道：“成为北
京大学的学生，对我来说曾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梦，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美梦成
真。我那在九泉之下的妈妈如能知道，
一定会为她的儿子骄傲和自豪。”而此
时，距离他母亲离世已有42年。

黄久生出生于1965年，老家在信
阳潢川双柳树镇晏岗村，在他 6岁那
年，妈妈去世，留下他和 4岁的妹妹、
两岁的弟弟。父亲是个修锅补盆的
匠人，常年走街串巷，十天半月不回
家一次。

爸爸不在家，6岁的黄久生就是最
年长的“当家人”。做饭时，他够不着
锅台，便用泥巴在锅台前堆成台阶；买
不起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他便去邻居
家捧火灰，回来自己引燃。“那时就会

烧稀汤寡水的大米粥，里面化几颗大
盐调味，有回邻居看见了，让我不要这
么吃，说生盐吃多了会得大脖子病，我
哪里知道啊，就想着饿不死就行了”。

最让黄久生难过的是，由于生活
实在艰难，父亲决定将两岁的弟弟送
人。“弟弟被人抱走时，一直哭着伸手
要我抱，走出很远了手还向我伸着，
我也哭，想冲过去抱他，被邻居拉住
了，他们劝我，‘留家里养不活 ，让他
出去讨个活命吧’。”说到这里，黄久
生长时间沉默了。

善良的乡亲们看不下去了，他们
向黄久生伸出了援手。东家省出一
口饭，西家送来一双鞋，给黄久生贫
穷的童年带来了一丝温暖，“那时候
跟现在不一样，家家户户都穷，那些
东西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所

以我当时就下决心，长大要报恩”。
黄久生上初一时，学费是一块八

毛钱，他没钱，就想到了上山捡柴火，
走 30公里路到双柳树镇卖。“我去山
上捡掉落的松树枝，装在两个筐里，
挑到镇上卖给炸油条的，他们见我肩
膀磨得尽是血印子，二话不说就买下
了。”黄久生说，“一次就给我两三毛
钱，其实我知道，那点柴火根本不值
那么多钱，他们是可怜我。”

为了筹学费，黄久生还用木板钉
了一个小箱子，向邻居借了8毛钱，走
路到镇上批发冰棍卖。第一次没经
验，没用棉絮盖严实，30 公里路走回
来，冰棍全化了。“欲哭无泪。”黄久生
说，“我能怎样呢？只好又借了几毛
钱，从头再来。”就这样，他自己攒够
了学费，一直上到高中快毕业。

黄久生现在的身份是中建七局一
公司的项目部经理、潢川县双柳树镇
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这些年
来，他先后带领一万多名乡亲走出家
乡，出资赡养了700多名老人，还捐钱
建了双柳树镇敬老院，为宴岗村修路、
接自来水。

其实，早在事业有成前，黄久生就
开始了报恩之旅。黄久生说：“我小时
候自卑，不爱说话，但每个帮过我的
人，我都记在心里，只要有条件，我都
会回报他们。”

13岁那年，邻居李二姑经常给他
送饭菜，黄久生过意不去，便趁夜里为
李二姑挑水。来回13趟，中间曾失脚
滑进水田，身上的棉袄湿透了，他穿着
湿棉袄继续挑水，就这样，瘦小的黄久
生硬是挑满了一缸水。

17 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但黄
久生认为自己成年了，可以出门挣钱
回报乡亲了。最初他去乡里一家砖瓦
厂打工，挣不到钱，随后就到了郑州，
在工地上当起了小工。黄久生说：“郑

州是我的福地，从那时起，我就再没离
开过郑州。”

在郑州头两年，由于没攒下钱，
黄久生过年不敢回家。第三年，黄久
生攒下了 3000 块钱，过年时他花了
2000 块买礼品，运回去送给村里乡
亲。“那时潢川县到我们村不通车，我
花 10 块钱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
礼品运回村里，我记得有大枣、核桃、
香蕉，那时乡亲们从没见过香蕉，连
我老师都过来问我香蕉咋吃。”黄久
生说，在他的人生中，那是让他最有
成就感的一刻。

再次返回郑州时，黄久生带走了
20多名同乡，跟他一同到郑州打工。

由于工作勤奋、上进，黄久生逐渐
由一名提灰搬砖的小工，成长为一名
技术过硬的行家。他先后担任中建七
局一公司郑州分公司民工组组长、班
长、队长、项目部副经理、项目部经理。

来找他要活干的人，从村里扩展
到镇里、县里，直到周围商城等几个县
的农民都来找他，其中还有一些是残

疾农民。
“以前我在郑州西耿河租房办公，

经常有残疾老乡去找我，房东很奇怪，
问我是不是残疾人协会的。”黄久生说
着笑了起来。现在他手下有 20 多名
残疾人员工，“我根据他们的身体条
件，尽力帮他们找活，能干啥干啥。”

从 1996年开始，黄久生把潢川县
双柳树镇 680户鳏寡孤独老人照顾起
来。每到过年，他都早早地把钱汇到
双柳树镇民政所，由民政所代为这
680 位老人买米、面、油和肉，从没间
断过。2008 年，双柳树镇建敬老院，
黄久生捐了45万元。

记者帮他算了一下，这些年，除
去赡养老人的花费外，他为家乡修
路、建小学、捐医疗设备等的捐款，累
计超过 310 万元。谈到这个，黄久生
引用了他在 EMBA 课堂上学到的一
句话：“钱花在不对的地方，就跟一张
卫生纸一样没价值，只有花在对的地
方，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我挣的钱，这
样花就对了。”

本报报道引各方关注

多部门联动治堵疏堵

圆梦 我代表农
民工来北大求学

本报讯（记者 王娟 刘伟平 丁友
明）9月6日，本报刊发文章《四大陋习
给交通添“堵”》，文章见报后在社会
上引起较大反响，我市多个部门对此
做出回应，多举措开展整治与规范行
动，最大限度还路于民，保路畅通。

警方严查机动车交通违法

自4月份开始，我市警方每月开展
两次针对客货运车辆的全市统一集中行
动，同时成立6支夜间执法小分队，每晚
10时至次日凌晨6时开展集中清查行
动。活动开展以来，警方已查处客货运
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3万余起。

除了客货运车辆，警方还开展了

低速货车、三轮汽车、摩托车、电瓶观
光车、拖拉机、畜力车、人力架子车的

“七车”集中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共查
处七类车交通违法行为20142起。

多措并举倡导文明出行

“不文明行为主要指非机动车闯
信号、行驶机动车道、抢道行驶，行人
闯红灯、斜穿马路、翻越护栏等。”市公
安局交巡警支队民警邢红军说。

针对非机动车和行人不文明行为
的易发时段和点段不同，各类固定岗、
流动岗民警有侧重地进行管理，对于
违法行为，愿意缴纳罚款的，处以罚款
并进行口头教育；对不愿缴纳罚款的，
采取协助交警义务执勤的方式，使其
通过切身体会，认识违法的危害性。

重拳治理占道经营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市区不少街道
办事处在各自辖区内多方式治理占道
经营。二七区建中街街道办事处在上
下学期间，每个学校安排三名巡防队员，
对小摊贩进行清理。大学路办事处联合
执法中队，每天组织两辆执法车在50~
60公里范围内进行不间断巡查。

劝罚结合整治乱停乱放

乱停乱放是造成道路拥堵的原
因之一。为纠正机动车违法停车行
为，警方采取多种措施予以治理。对
严重影响交通的，坚决予以拖移；对驾
驶人在场的，及时劝离并引导至公共
停车场停放。今年以来，警方共粘贴处
罚单406137张。

黄久生回乡为孤寡老人宋时惠（左三）过80岁生日。

黄久生为孤寡老人送去猪肉和大米。

黄久生回家乡看望700余位老人。

成长 那些贫穷的记忆从不曾忘却

报恩 所有困难同乡他都倾力去帮

未来 要把孤寡老人当父母来尽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