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 700 余位孤寡老人共同的“儿
子”，30多年来坚持为他们养老送终；他
是家乡永不缺位的“家人”，先后为家乡
捐建小学、修路、购置医疗设备；他是困
境中陌生人口中的“亲人”，无数次默默
为他们慷慨解囊。他叫黄久生，是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
民工党支部书记，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黄久生说：

“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是我
一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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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子’，咱就得像个样”

春节前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
部书记早早地来到当地果蔬批发市
场。“办年货”，是他每年年根底下的

“重要工作”。“老板，有车厘子吗，
我要去看亲戚，要最好的。”车厘子
价格不便宜，但黄久生却乐呵呵地说
道：“亲戚们爱吃，贵点就贵点吧。”
随后，黄久生又选了些丑橘、香蕉等
水果。

总数一算，连水果摊摊主也吓了
一跳：“买几万块钱的水果走亲戚，
您这亲戚可真是不少！”黄久生笑着
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满载水果和其他年货
的6辆卡车径直开往双柳树镇久生敬
老院。这家敬老院由黄久生出资兴
建，住在这里的700余位孤寡老人，
就是他要看望的“亲戚”。

听说“儿子”久生要来，老人们
早早地等在敬老院门口。远远看到黄久
生的车，老人们赶忙迎了上去。逢年过
节回家看看孤寡老人，这个习惯，黄久
生已经坚持了30余年，“这是我和老人
们的约定，叫我一声‘儿子’，我就得
做得像个‘儿子’的样子。”

“吃的、穿的、用的，凡是能想
到的，每年都给我们送。”一些老人
紧紧握着“儿子”的手，说着自己的
心里话，也关心着“儿子”这一年的
近况。还有一些老人拿起新衣服，试
着试着眼里泛起了泪花：“比亲儿子
还亲，这么多年，我们心里都过意不
去了。”

“开始我就是一个在建筑工地的
小工，到第三年终于攒下 3000 块
钱。”想起第一年置办年货，黄久生
至今记忆犹新。那年，他把这笔钱全
部用来买了核桃、大枣和布料，在县
城租了辆手扶拖拉机，把东西带回去
给了乡亲们。“是花得最痛快的一笔
钱，终于有点能力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了。他们都以为我挣到大钱了，其实
那会儿兜里干干净净啥也不剩了。”

黄久生笑着说。
靠着过人的毅力，在外打拼的黄

久生从小工一路干到了项目经理，也
终于有了感恩乡亲的资本。为了让老
人们的生活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2008年，黄久生出资200多万元建
起了双柳树镇久生敬老院，将有意愿
的老人全部接到敬老院集中供养。黄
久生知道，老人不光需要吃饱穿暖，
更重要的是陪伴。“有时间我就带着
他们坐坐高铁、飞机，我们到武汉看
过长江大桥，去北京看过天安门，老
人们高兴，我心里就特别开心。”黄
久生说。

很多老人是第一次坐飞机、坐高
铁、住宾馆、吃自助餐。黄久生还带
老人们去超市，让他们自己挑选喜欢
的东西，老人们却都不愿意买。“久
生的一手老茧子，我们都看在眼里，
挣点钱多不容易，我们不能让‘儿
子’这么辛苦啊！”听了老人们的
话，黄久生的泪水浸湿了眼眶，“他
们是把我当作‘亲儿子’了，真心为
我着想啊。”

“其实政府已经把这些老人家照
顾得非常好了，但我欠乡亲们的情太
多，多陪陪他们，我的心里才踏
实。”黄久生动情地说。

刻骨铭心的温暖记忆

潢川县双柳树镇是黄久生的故
乡，55年前，他就出生在这个镇上
的晏岗村。6岁那年，黄久生的母亲
就因病去世，不得已将家中3个孩子
托付给邻居吕中秀。“吕大娘当时就
应了下来，告诉母亲，将来只要有她
一口饭，一定不会饿着孩子。”黄久
生清晰地记得那一刻。

黄久生的母亲走了，全村人集资
为其办了后事。此后，心地善良的乡
亲们纷纷伸出援手，默默地拉扯、帮
衬着孩子们：东家一碗稀米饭，西家
一块窝窝头，南家奶奶一小碟咸菜，
北家大婶一盘蒸红薯，这都是黄久生
记忆里最美味的食物。

每到冬天，乡亲们总会记得多生

一盆炭火，送给孩子们暖手。看着黄
久生脚趾露在外面，村里大婶看着心
疼，连夜赶做出一双鞋袜送了过来。

“吕大娘还隔三岔五地给我们送吃
的，过年的饺子从来没断过。那时候
家里都穷，大娘家孩子又多，都是偷
偷拿给我们。”每年吃饺子，黄久生
总是忍不住流眼泪，“那是我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光阴荏苒，这些温暖的记忆，乡
亲们可能已经模糊了，但黄久生刻骨
铭心。“我当时就想，长大了，一定
要好好报答他们这份恩情。”黄久生
说，“报恩”几乎成了他求学时全部
的人生信仰。

在建筑工地吃过的苦，黄久生很
少对外提及，“就想着一定要干成点
事，好给乡亲们报恩。”直到在郑州
建筑工地立住脚，他马上回了老家，
把有意愿的兄弟们带出来，组建起一
支建筑劳务队，带着大家一起靠着劳
动过上了好日子。

从最初的几十人到现在累计带领
40万人次农民工实现务工增收，黄
久生一点点实现着自己报恩的心愿。

“把兄弟们带出来，就得让他们过上
好日子。”为了提高农民工兄弟的工
资，黄久生想方设法提高建筑队的福
利。他还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这些年，黄久生通过在工地开
办农民工夜校、传帮带等举措，终于
让大伙儿吃上了技术饭。

“出门在外，总有不如意的时
候。”黄久生还在郑州设立了潢川县驻
郑州农民工流动党工委，从此，农民
工兄弟有了“娘家”，“有事的时候，
哪怕只是和老乡们一块聊聊天，心里
就觉得特别温暖。”乡亲们如是说。

在黄久生负责的工地，总能见到
残障人士在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工
作。因胳膊不幸卷入机器、丧失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李光群，曾试探着给黄
久生打去电话，“没想到他特别热
情，一下就答应要带我出去，并且
说，只要肯干，一定能靠着自己的劳
动过上好日子。”这些年，李光群通
过学技术当上了安全员，工作认真负

责，每个月工资七八千元，成了家里
的顶梁柱。

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1月17日，黄久生再次当选为新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很激动，也觉
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得把我们家乡
父老乡亲们的心里话带到两会上，继
续为他们办实事啊。”黄久生说。

“通过过去五年的履职，我成长
了不少。”记录履职经历的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见证着黄久生所
说的“成长”。“真是拿出了当年在建
筑工地学技术的劲头，一直在向代表
团里的老代表们学习、请教。”黄久
生严肃地说：“我深知我代表的不是
自己，而是千万农民工兄弟，是家乡
的父老乡亲们，我不能辜负大家的信
任和期待。”

作为来自基层农村的全国人大代
表，这些年，黄久生的履职重点关注
着乡村振兴，提出的很多建议得到了
国家有关部委积极回复。“过去，老
家日子不好过，我觉得有义务带着大
家走出去，一起靠着劳动致富。现在
家乡政策越来越好，很多人也挣到
钱、学到技术了，是时候把一些农民
工兄弟带回去，支持乡村振兴，这样
也一定程度解决了他们和家人常年聚
少离多的问题。”

“其实这些年已经在开始实践
了。”黄久生高兴地历数着已经返乡
创业的农民工兄弟们：余保林回到
家乡建起了一个花木基地，专门种
植蝴蝶兰等花木，现在已经远销全
国多地；高兴中回到家乡后，建起
了食品加工厂，生产的大别山麻鸭
非常畅销……

这些年，黄久生先后荣获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
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对此，黄久生说：“不管有多少荣
誉，我还是那个晏岗村出来的黄久
生，还是那个叫黄久生的农民工，为
家乡建设出力、带着乡亲们过上更好
的日子，始终是我不变的初心。”

黄久生：

““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不变的初心是我不变的初心””
本报记者 郭 帅

“妈妈，元宵节快乐！”远远地看
到海南省扶残助残爱心协会志愿者韩
棉的身影，6岁的小洋和伙伴们小跑
着拥了上去。逢年过节，韩棉和丈夫
一定会请孩子们出来吃饭，带他们出
去玩。这些孩子中，有自闭症，也有
残障儿童，但在“韩妈妈”面前，他
们都变得活泼开朗。

“人多的时候，10多个孩子聚
在一起，热闹极了。要是哪个节日
没有孩子在身边，反而不习惯了！”
韩棉说。这天，她准备先带孩子们
去吃顿“大餐”，再带他们去附近图
书馆挑些喜欢的书，“要让他们好好
玩玩。”

韩棉是位普通的打工者，20多
年来，先后为残疾人捐赠了近10万
元；还先后义务照顾几百名残疾人，
无怨无悔；她膝下无子，却是许多自
闭症孩子的“妈妈”。

多年来，韩棉一直省吃俭用，每
攒够一笔钱，她就会计划着带孩子们
外出旅游，只为带困境残障儿童看看

“外面的世界”。“省内省外都去过，
看到孩子们开心，我比任何时候都开
心。”韩棉说，这就是她省吃俭用攒

钱的意义。
平时，韩棉的话不多，但只有一

聊起孩子们，她一下就能打开“话匣
子”。“孩子们是一个个天使，他们很
聪明的，知道谁真心对他们好，也会
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爱给我们这些志
愿者。”曾经，没有自己的孩子一直

是韩棉人生中的遗
憾，“现在就把这
些孩子当作亲生
的，也不再觉得遗
憾了，把母爱一点
不剩地分给这些孩
子，就是我的希
望。”韩棉说。

因为丈夫吕大
俊身患残疾，在志
愿服务中，韩棉格
外 关 心 残 疾 人 。
2014 年，韩棉正
式成为海南省扶残
助残爱心协会的志
愿者，在三亚爱心
公寓义务为残疾人
服务。

在爱心公寓，
韩棉每天早晨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房间门口帮
助残疾人收拾用过的尿不湿，这项工
作曾换了许多工作人员，而韩棉却不
怕脏不怕累，一干就是很多年。

2014 年 6 月，23 岁的赵晓晨
（化名）住进了爱心公寓。晓晨患有

自闭症，无法和身边的人正常沟通。
“刚来的时候，晓晨蓬头垢面的，衣
服应该是很久没换了，那时候天气又
热，身上的异味远远就能闻到。”韩
棉不仅不嫌弃，还马上去附近超市买
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帮助她洗澡、洗
衣服，陪她说话，就这样精心照顾近
半个月。

“看到她在海边，一边挥舞着双
臂，一边快乐地大笑，觉得再累也值
得。”韩棉说：“像晓晨这样比较严重
的自闭症患者，能来三亚看看大海太
不容易了，相信这次旅行的快乐会是
她人生中难忘的经历。”

这些年来，韩棉先后在三亚爱心
公寓照顾帮扶了几百名像晓晨这样的
残障人士。“特别高兴的是，以前扶
残助残是‘雪中送炭’，现在成了

‘锦上添花’。原来要关心他们吃饱穿
暖没有，现在更多的是帮助他们融入
社会，生活得更有幸福感和获得
感。”韩棉笑着说。

这些年，韩棉的热心善举不仅改
善了许多残障人士的生活，也在悄然
感染着身边人。在韩棉生活的小区，
穿着“红马甲”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有些父母了解到我们一直在助
残扶残，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跟着
参与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孩子们参
加之后有很多正向的反馈，家长们
慢慢也被影响，纷纷成了志愿者。”
韩棉说：“爱，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扶残助残这件事，我会一直做
下去……”

爱，没有终点
本报记者 郭帅

春节长假，广州市街头巷尾，张
倩昕和广州融爱社会服务中心的同事
们忙着走访慰问、举办新春活动，一
天都没顾上休息。

“每天只有晚上有点空闲，就利用
这个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学业。”新的一
年，张倩昕的愿望是顺利考博，她知
道，这个愿望于她而言并不容易。

张倩昕是一名广州的“90后”女
孩，刚出生就患有严重的视力残疾，
右眼视力几乎为0，左眼视力也仅有
0.08。但她坚持随班就读，成为广东
本土培养的首位视障研究生。毕业
后，她创立了重点为视障人士服务的
社会组织——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
心。“我想过一个精彩且有意义的人
生，用我的专业帮助更多和我一样的
残障朋友。”她说。

多年坚持随班就读，张倩昕克服
了许多困难：看书字太小，她用放大
镜；看不见黑板，她只能边听边理
解；阅读速度慢，她努力寻找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法；考试光线不足，她随
时带着充电台灯。“试卷上的字小，我
看不清，每次考试都是整张脸贴在桌
子上使劲地做题。试卷没有一次做完
的，我就用准确率来拼题量，做的题
基本没有错。因此成绩一直还不错，
和同学们也相处得很好。”她说。

高考时，学校为张倩昕申请了
“大字试卷”，试卷用3号字印刷，生
平第一次，她把试卷全做完了。最
终，她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

自己的求学经历，让张倩昕坚定
了让视障人士轻松读书的想法。大学
期间，她报名成为学校志愿者，和小
伙伴们一起开展“视障人士无障碍阅
读”图书制作项目，将视障人士需要
的纸质图书转换为可以“读”出来的
电子书，让他们可以“听”书。“从扫
描、转换到最后校对，一本书大概要
花一整天的时间。”在校期间，张倩昕
和志愿者伙伴们一起完成了60余本无
障碍图书的转换工作。

“我喜欢说话，喜欢和人打交道，
志愿者正好可以发挥我的专长。”张倩
昕说，“一有时间就做志愿者”从那时
起就成了她的一种习惯。

随着服务群体逐日增多，张倩昕

越来越感到个人学术能力的不足。大
三时，她便打定主意读研。“听说我要
读研，亲友们都劝我，说整天看文献
会伤害视力。但生活中，处处都需要
用眼。不读研，视力就不受伤了？我
想证明给质疑的人看，除了读盲校做
按摩师，视障人士的人生也有很多种
可能。”张倩昕说。

那段时间对于张倩昕而言，考研
已经不易，但她仍没有放弃公益，“做
公益是件快乐的事，可以遇到很多有意
思的人，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2013
年，小小年纪的她已经担任荔湾区盲人
协会副主席及广东省盲人协会理事，

“因为身份的变化，有了更多机会借助
平台，链接社会资源。”张倩昕说。

接触和服务了更多残障人士后，
张倩昕渐渐发现，残障人士公益服务
领域仍然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可能。
2016年9月，还在读研三的她开办了
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心，致力于帮
助残障人士解决在就业、教育和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服务内容包括：残障
儿童生活辅导和教育支持、残障人士
就业支持、特殊人士的社会融入支持
等，同时也向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
提供实践和研究的平台。

“残障朋友只要掌握了现代化的技
能，完全能够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
作。”这些年，张倩昕也带领服务中心
志愿者一起，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帮
助残障者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经
济物质和文化发展成果。

“我们希望能为残障朋友链接更广
泛的社会资源。”张倩昕说，比如目前
有很多社会组织会为残障人士免费发
放辅助器材，但是很多残障人士没有
掌握领取方法，“我们的服务中心正好
可以起到中介的作用，帮助他们获取
更多的福利和资源。”

“希望今年能够实现考博的愿望，
我想用我自己的故事，让残障人士看
到更多的可能和更大的世界。”张倩昕
说，目前大多数残障人士没有实现多
元化就业的能力，“未来，我想通过更
多公益项目，帮助有需要的残障人士
在普通学校里实现随班就读，提高他
们的文化水平和职业素质，促进他们
融入社会，让残障人士更多地被大众
接纳。” （崔小军）

“中国好人”张倩昕：

“想让残障朋友看到更多可能”

本报讯（记者 顾磊）记者从北
京桂鑫慈善基金会获悉，其乡村教师
支持项目2022年共开展公益项目16
个，服务乡村师生4561人次，86人
次志愿者参与其中，贡献志愿时长
613.2小时。

截至2022年底，桂馨乡村教师
支持项目已实施“南师计划”5届，
75名乡村教师入选；实施“馨火基

金”48个，开展馨火学堂线上分享
134期，组织乡村教师外出访学15
场、赋能教师培训38场，线下培训
教师 4044 人次；累计参与志愿者
711 人 次 ， 惠 及 乡 村 师 生 97596
人次。

桂鑫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希望有
更多人加入桂鑫月捐计划，支持教育
公益项目开展，助力改善乡村教育。

桂鑫基金会服务乡村师生近9.8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温暖基金会获悉，2022
年该基金会“公益班车”项目开展了
26 场不同形式的活动，服务、慰
问、帮助职工及困难群体 7700 余
人。6年来，该项目累计资金支出
221万余元、帮扶慰问逾1.7万人。

据介绍，“公益班车”项目自
2016年9月开展至今，通过招募爱心
职工乘坐“公益班车”，使其亲身接
触、参与体验慈善公益。在为困难职

工、儿童福利院留守儿童和老年群体
送去温暖与关爱的过程中，推动职工
养成日常参与公益慈善的生活习惯。

2022年以来，“公益班车”项目
联合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职能部门和各
产业工会，慰问建筑工人、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公交司机等一线劳动者，
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同时走访慰问
困难职工、儿童福利院留守儿童、老
年群体以及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和
志愿者，为他们带去关怀与温暖。

“公益班车”6年帮扶1.7万余人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一周年之际，2月4日，由北京市石景山区
体育局、石景山区广宁街道办事处主办的“欢乐冰雪季”庆祝北京冬奥会开
幕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全国首个冬奥社区盛大开幕。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残
疾人多参与冰雪运动，本次活动的动力雪圈滑行赛特地为残疾人朋友设置了
单独角逐的比赛环节，让更多残疾人亲身感受到冰雪项目的乐趣。图为比赛
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共享冰雪欢乐共享冰雪欢乐
韩棉 （左二） 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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