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 A05-A11

2014年8月19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陈朋 组版：韩舟

““还还清清欠欠款款，，我我心心里里才才踏踏实实””
临清七旬老人为夫治病欠下30万，10年来一直为还钱忙碌

十年来，73岁的临清市退休教师薛庆银都在为一件事忙碌着，这就是偿还当年丈夫看病欠
下的30万元债。

其实，这些债都没有欠条，很多都是亲友没打算要的，可薛庆银却执意分毫不欠，每月只留
几百元开销，剩下的退休金全拿来还债。用她的话说：“还清欠款，我心里才踏实。”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实习生 张石磊
通讯员 刘旭东

“海归”回乡被恩师

追着还钱

前不久，“海归”刘哲峰回乡探
亲，专程到临清市金郝庄新东村看
望恩师薛庆银。一落座，薛庆银就
塞上8000元钱，让他先拿着。

薛庆银干吗要给自己的学
生钱呢？原来，十多年前的一个
除夕，刘哲峰从加拿大给薛庆银
打电话拜年，薛庆银说着说着便
哭了起来。那时，她的丈夫刘自
国正患着一种严重的疾病，家里
为治病债台高筑。

不久，刘哲峰寄来了三笔汇
款，共计18万元。薛庆银说，当时
多亏了这笔救命钱。

其实，刘哲峰这么“大方”，
也可以说是报恩。当年，刘哲峰
考上了高中没钱上，正是薛庆银
主动资助他。当时的学费是60
元，而作为民办教师的薛庆银月
工资才十几块钱。

“刘哲峰是个好苗子，不上

学太浪费了。”说起这个学生，薛
庆银很是欣慰。刘哲峰后来考上
了山东师范大学，又出了国。

30万元借款笔笔记

得清清楚楚

薛庆银是民办教师转正，丈
夫在农村信用社上班，生活原本
很宽裕。然而，1997年，丈夫刘自
国患上了骨髓异型综合征，几年
下来，花光了多年积蓄，只能向
亲戚朋友求助。

薛庆银回忆，当时借了二三
十户，少的给两千，多的给一万，
丈夫单位的同事也自发捐款。薛
庆银的丈夫2004年去世，治病的
七年间共花费了70多万元，其中
30多万是借来的。

这些账当初都没有打欠条。说
是借，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打算再
要，只当是捐助。可是，薛庆银把每
一笔都清清楚楚地记了下来，准备
有朝一日一分不少地还清。

转借别人钱先还缺

钱债主

由于儿子的经济条件不好，拿
出5万元给母亲还债后，剩下的欠
款就只能靠薛庆银的退休金了。

“刚退休时，每月只有一两
千块钱，我就给自己留二百，剩
下的拿去还债。”薛庆银说，现如
今，她的退休金每月有3500元，
便每月留500元作为生活费。

薛庆银还债，会根据对方的
经济状况，分出轻重缓急。

同事张桂玲曾借给她5000
元，本来没打算再要，连她自己
都忘了借出去多少钱了。可薛庆
银听说张桂玲的两个孩子一个
要上大学，一个要读研，正缺钱
用，便转借了别人的钱，先把张
桂玲的账还上。

本家侄子刘庆阳是当地的
民营企业家，十年前着实帮了婶
子一把，这些年不仅没打算要
账，还计划继续帮帮婶子。今年
春天，薛庆银把攒够的一笔钱交

给刘庆阳，刘庆阳说什么也不
收。薛庆银有些着急：“为了让我
活得心安理得，这钱你不收也得
收下！”无奈，刘庆阳只得收下。

“如今条件好了，怎

么能欠账不还呢”

十年来，除了刘哲峰的18万
元，其余的基本还清了。

前些天，听说定居加拿大的
刘哲峰要回乡，薛庆银跟儿子合
计后，凑了8000元，准备还一点
是一点。

然而，刘哲峰不仅不肯收那
8000元钱，反过来又给恩师留下了
1000元钱。这让薛庆银很不好意
思：“咱当初虽然对人家有恩，但
人家给咱的好处也不能忘了。”

不少好心人对薛庆银说：
“你这么大年纪了，过日子也不
容易，这账也没人要你还，就别
再还了呗！”

薛庆银听了，连摆手带摇
头：“那怎么能行？在我最苦的时
候，亲戚朋友帮了我，如今我条
件好了，有还债的能力了，怎么
能欠账不还呢？”

薛庆银（左）与同事张桂玲在一起聊天。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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