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七旬旬老老人人十十年年为为农农民民工工讨讨薪薪330000万万
面对个别包工头的威胁，他始终相信正义的力量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农民工见了他
就像见了救星

“工资能发下来吗？老板拖
不拖欠工资？”韩荣华看到农民
工就会主动上去聊天，他时常想
着帮农民工维权，像极了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里的陈岩石。
76岁的韩荣华十多年前从

河口区广播电视局退休后，受
聘于河口区住建局从事新闻报
道工作，每天都随身带着十多
斤重的照相机和摄像机。“背着
相机，有什么新闻就能随时拍下
来。”韩荣华说着去推一辆锈迹
斑斑的自行车。这辆跟随他十多
年的自行车几乎跑遍了河口区
近几年新建的工地，因此大部分
农民工都认识这位老人。

至今，河口区河口街道西
五村的邢月迎仍记得五年前韩
荣华帮他讨薪的过程。“那是
2012年2月8日，我们20多个人
干了活，老板拖欠着工资一直
不给，我们就来找‘清欠办’帮
忙。‘清欠办’的工作人员都外
出开会不在，我们都不愿走就
坐在楼前台阶上等。过来过去
的人看见我们一群人浑身是
土，脏兮兮的，都不理我们，只
有韩荣华路过的时候，把我们
领到了他的办公室。”邢月迎回
忆说，韩荣华当时给他们倒了
茶，坐到他们对面了解他们的
情况。“没想到他那么客气地接
待我们，我们就像找到了‘救

星’。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转
告给了‘清欠办’，给我们讨回
了近5万元的欠款。”

为感谢韩荣华和“清欠
办”，邢月迎等20多名农民工给

“清欠办”送来了锦旗，还给韩
荣华送来了感谢信。十多年来，
韩荣华和“清欠办”收到的锦
旗、感谢信不计其数，“回想起
这些农民工拿到工资时的那种
高兴劲儿，就觉得自己的付出
都很值。”

摄像机拍下民工困境
给欠薪老板看

在住建局“清欠办”工作人
员李清瑞的记忆里，每次为农
民工讨薪，韩荣华都带着摄像
机、照相机，“韩老用照相机、摄
像机记录的内容不只用来报
道，还是‘证据’，有时候这些照
片或影像给欠钱的老板看，老
板没话说就赶紧给农民工发工
资了。”

近十多年来，韩荣华发表
帮农民工讨薪的文章及电视作
品有120余篇，协助“清欠办”为
1000余名农民工讨薪300多万
元，名声越来越大，不断有讨薪
的农民工主动找上门来。“大部
分讨薪的农民工都是干了一年
的活儿等着拿钱回家过春节
的，家里老人、孩子都等着呢，
我不帮他们心里过意不去。”韩
荣华说。

有一年冬天，韩荣华到工
地上采访，12名农民工哭着跟
他说起一个包工头带着工程款

跑路的消息，他们每人3000多
元的血汗钱都不知道该找谁帮
忙要。他听后很生气，就及时跟

“清欠办”汇报，并带着照相机、
摄像机随同领导和工作人员日
夜兼程跑到了桓台县。“在当地

‘清欠办’协助下，我们找到了
包工头，刚开始包工头不承认，
说工程款还没结下来，我就给
他看我摄像机里我拍的画面，
那个包工头终于认错，如数给
12名农民工支付了4万元的工
资，他们很感谢。”

记者问韩荣华在讨薪过程
中有没有考虑过自身安全，他
的回答是：“邪不压正！”有一
次，在帮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
他去找包工头了解情况时，包
工头对他恶狠狠地说：“你要是
再想帮干活的这些人说话，我
就把你的摄像机砸了。”“包工
头看我可能是个老头，好欺负，
可是我不怕他，理直气壮地对
他说，‘那都是这些人的血汗
钱，你要是不还钱，我就给你把
录下的内容报道出去。你再发

狠，我就打110’。我边说边掏手
机，他害怕了，他也担心我报道
出去，他会被赶出河口区的建
筑市场。”韩荣华说，他相信“正
义的力量”。

他还是个孝子
每天睡母亲身边

韩荣华的老伴崔占玉，今
年也76岁。她告诉记者，韩荣华
从年轻时工作到现在每天都早
出晚归，“现在因为97岁的老母
亲在家，他才顾得上回来看看。
有时候我说他，七八十岁的人
在家干点啥不好，一天到晚不
着家，有时候灰头土脸地回来，
跟‘泥猴子’似的。”考虑到老伴
的身体状况，崔占玉虽不愿韩
荣华“多管闲事”，但从来没有
阻止过他外出。“他就那点爱
好，能帮别人干点事，他就很有
成就感。”

“他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
班，延迟半个小时下班，周六、
周日也不休息，有活动就外出

参加，没活动就在办公室上
班。”在李清瑞及同事的眼里，
韩荣华总是这样不辞辛苦。有
一次，韩荣华扛着摄像机在城
乡建筑工地高楼上采访时突然
大口吐血，医生都让他住院静
养治疗，儿孙们也都劝他休息，
可他第二天还是去工地采访
了，坚持完成任务后才回家。

为了方便照顾97岁的小脚
母亲，韩荣华每晚都睡在母亲
的身边，每天给母亲擦脸、梳
头，临上班前给母亲倒上热水。

“乌龟最有孝心，宁可游进母亲
嘴中为其充饥，这是‘孝’的典
范。”韩荣华经常用这句话来教
育子女，子女们也轮流回家照
顾97岁的奶奶，给奶奶买这买
那，给奶奶按摩。这个20多口人
的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传承着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美德。

拿起刚获得的“山东省文
明家庭”荣誉证书，韩荣华跟
老伴说，他希望家里“感恩是
责，奉献是福”的家风一直传
承下去。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榕 刘潇

名校高材生
变“田头村官”

苏留庄镇的侯官屯村等4
个村庄，是当地较为典型的“空
心村”。2016年8月底，这4个村
子迎来了4名“90后”乡村创客：
中国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代富
国、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研究
生刘倩男、北京大学硕士研究
生韩鑫和湖南大学的王栋。

韩鑫在这个团队中颇具
代表性，1992年出生的她来自
济南，本科毕业时以第一名的
成绩获得山东大学英语与国
际政治双学位，后保送至北大
燕京学堂读研究生。她主持的
四项学术调研全部获得了北
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科研基
金。她曾有过翻译、记者和志
愿者多重身份。来到这个比她
所成长的村子还要贫困破旧
的地方的第二天，她写信给父
母解释为什么要来这儿：她想
知道，她可以为乡村的改变做
些什么？

他们所隶属的“黑土麦田”
全国性公益项目由耶鲁大学的
优秀中国毕业生联合发起。“黑
土麦田”实施的“乡村创客”项
目，每年资助一批优秀高校毕

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
以“扶贫专员”的身份开展为期
两年的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
以此来改变这些村庄的贫困面
貌。

在抵达苏留庄镇第12天
后，侯官屯村委会的大院内，4
名“90后”创客组织了一场令村
民吃惊的“黑土麦田·农村淘宝
化肥公益团购大会”。

对着几十户乡亲，王栋清
了清嗓子。“我们保证同等品质
下价格最低，凡高出全镇市场
价，一律退差价！”他补充道，

“挨个签署保价、保真的质量合
同，出具正式发票。”

在这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子
里，多数村民生平第一次知道
买化肥居然还可以签合同、领
发票。这次化肥团购活动共为
村民购买化肥50余吨，节省资
金7665元。

“谢谢你们，下次再团购一
定通知我们。”尝到甜头的村民
开始逐渐接受这4个讲普通话
的外乡人。

合作社+电商
给村民带来额外收入

“过年的时候组织大家卖
年货、粗粮，成本给了大家，我
们还赚了一笔钱。这笔钱用来
给大家拍全家福和请孤寡老人

吃年夜饭。”经过前期调研，4名
创客决定在村里成立合作社，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为了让老乡体验一把“合

作社+电商”的魅力，他们拿当
地特色的小麦和玉米试水。
2016年11月，第一个创业项
目———“田予粗粮”顺利问世。
一个月下来，这些大自然的馈
赠通过网上众筹卖出，成为村
民的一笔额外收入。

“别人不当回事的东西，他
们能卖出去。”尝到了甜头的乡
亲拿出积蓄入股，20户村民正
式成为“生猪家庭代养项目”的
股东。按照规划，项目年底前将
实现第一轮盈利，净收益约为
60万元；基础建设成本回收时
间约为1 . 5-2年。

“年轻人的生命里应该有
乡土。”刘倩男说，“不管是政府
还是社会组织，农村扶贫还是
创新创业，都需要充分了解村
民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以点
带面，让村民们相互影响，形成
脱贫的战斗力。”

尽管在农村服务的时间只
有两年，刘倩男和伙伴们依然
充满信心。他们希望村民们在
享受政府扶贫政策的同时，也
享受到社会公益力量给乡村发
展带来的甜头：“这些努力也许
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但至少
会影响和改变一些人。”

今年76岁的韩荣华每天除
了参加公益活动外，更多的时
间参与到了东营市河口区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宣传
工作中，经常跟“清欠办”工作
人员到工地调查情况，帮农民
工讨薪成了这位老人近十多
年生活的重要部分。

4名“90后”创客乡村扶贫

““年年轻轻人人的的生生命命里里
应应该该有有乡乡土土””

他们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卸下高等学府高材生的“光环”，在贫
困乡村俯首躬行，戴上草帽，成为派驻德州市夏津县苏留庄镇“黑
土麦田”公益组织的“扶贫专员”。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走近这四名“90后”乡村创客，听他们讲述
一个关于“理想”和“黑土地”的故事。

韩荣华每次去工地，都会向农民工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乡村创客和当地农民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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