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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矿工打短工，诚信夫妻12年替亡子还债12万

““只只要要有有口口气气，，就就得得还还清清债债””

儿子意外身故欠下18万外债

18日，邹城市城前镇前标
村，冬阳斜照。

“还有6万多块。”孙祥存和
老伴裴振绣扒拉着账本，喃喃
地说着。他刚在北京干了21天
的铺路工，赚了1500元钱，回来
全都还了林家的债。

“如果大儿子还活着，我们
家现在过得一定很好。”孙祥存
说。大儿子孙明喜从2001年就
筹备着建一个面粉加工作坊，
买设备、装线路，前后借了18万

元。“烧饼店的老板知道他要干
这个，主动借给他钱。还有包子
铺、炸油条的，好多人都相信
他。”孙祥存说。

眼看好日子就要开始，命
运却由此转了弯。2002年5月12
日，孙明喜和同村几个人喝了
酒，晚上骑摩托回家，翻到路旁
沟里，当场身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两口悲
痛万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儿
子去世一周后，要债的讨上门。

“人家说俺儿欠他的钱，问
咋办，我说我替他还，一分钱不
少。”孙祥存打下保票，只要是儿
子打的欠条，他一一照还。有些
不让他还的，他就主动上门去
问。最后一统计，欠银行九万五，
欠个人八万五，总共18万。

“大儿子走的时候，我小儿
子才14岁，我就和老伴把面粉
作坊接了过来。”后来，大儿媳
改嫁，老两口便一边供着小儿
子，一边艰难还债。

年近六旬远赴内蒙古干矿工

“有时候还一千，有时候两
千，欠一家的钱要分好几次才
能还完。”孙祥存说，债主知道
他不容易，催得紧的也不多。小
儿子结婚时，儿媳家知道老人
不容易，连彩礼钱都没要，这让
孙祥存夫妇很感动。

2009年，面粉作坊因为高
压电力问题无法经营下去，孙
祥存夫妇失去了经济来源。

为了还债，56岁的孙祥存
打算和年轻人一样打工，但很
多地方不愿用这“老骨头”。经
侄子介绍，内蒙古一家煤矿提
供了一份井下工作，妻子裴振
绣就留守在家务农。

在内蒙古时，从早上5点半
到下午5点半，孙祥存每天12小
时在井下“看皮带”，个头大的
煤块要用大锤砸小，从传送带

上掉下来的煤块则要用铁锨铲
回去。这样的工作每天能赚到
100元。下班后他就在矿上捡矿
泉水瓶，一天捡100多个，基本
能解决生活费。

“这些年连本带利还了大概
12万，我也没仔细算过。”孙祥存
说，去年工资涨到200元了，可煤
矿被人收购，他也就失业了。回
家后，他只能四处打短工。

感念老两口艰辛，债主不催债

邻村的武先生当年借给孙
家6000元，这么多年从没催要
过。“我原来是开烧饼店的，借
给他儿子钱。老两口过得不容
易，我本来不打算要了，可他们
非要还。”武先生说。

大多数债主都同武先生一
样，从未主动催要过债款。“有
一次，同村一个债主家里急用
钱，但看我们俩辛苦，就说你能
给多少给多少。”这些都让孙祥
存非常感激。

小儿子和小儿媳在泰安打

工，听话孝顺，但老两口没有告
诉他们欠了多少钱。“这些年没
有给他们提供啥好条件，不想
再让他们有负担。”裴振绣说。

“很多人都问，你儿子都不
在了，还那么拼命还钱干吗？可
我觉得，咱自己再苦，也得讲诚
信，得让别人瞧得起。我还有小
儿子，还有孙子，不能因为钱让
人家说我们这一家人不行。”孙
祥存说，现在还有6万块钱的
账，“只要我俩有口气，就得还
清。”

12月初，孙祥存就要去青
州了，他联系了一个帮人拔辣
椒推粪车的活儿，一天能赚不
少钱。只是干完这个活儿，再去
哪儿赚钱？他很忐忑。

本报记者 岳茵茵

18日中午，还上欠林家的1500元钱，61岁的邹城老汉孙祥存拿出账本，把这一笔
账划掉，长长地松了口气。

12年来，还债几乎是他和老伴裴振绣生活的全部。
12年前，他们的大儿子意外去世，夫妻俩背负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

把儿子打下的一张张欠条接过来，攥在手里，一一偿还。如今，他们已经还了12万。

对于大儿子死后的还债生活，老两口过得艰辛却坚定。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18日，孙祥存夫妇扒拉着账本查账，其中一本已经还清划掉。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复复杂杂背背景景下下中中国国故故事事怎怎么么讲讲
齐鲁大讲坛周六开讲，李景源为您讲述“唯物史观与中国道路”

本报济南11月19日讯（记
者 韩适南 通讯员 马永
军） 11月22日（周六）9 :00，
第8 9期齐鲁大讲坛将在山东
大学中心校区明德楼A座二层
报告厅举行。届时，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
李景源将做客大讲坛，为您带
来一场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国

道路”的演讲。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

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
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掀起了
研究中国道路、讲述中国故事
的热潮。全世界都在关注不断
崛起的中国选择怎样的价值体
系，代表何种价值观，选择什么
样的发展道路。

但是，部分西方学者基于
西方的价值判断，提出了诸如

“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
不确定论”等一系列偏见。在这
种背景下，如何讲透中国故事，
如何让世界接纳中国道路，成
为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项重
大课题。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
种特色的表述，就是一定意义
上的中国道路的表现。

本期主讲嘉宾李景源将结
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从唯
物史观的角度，对中国道路和
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深入
解读。

本期齐鲁大讲坛由山东
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学典教授
主持。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
部、省社科联、山东大学、齐
鲁 晚 报 、山 东 博 物 馆 联 合 主
办，以“搭建思想平台、共享
精 神 财 富 ”为 宗 旨 ，每 月 两
期，每期邀请一位嘉宾担任主
讲。

大讲坛坚持公益性原则，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山东博物馆

●嘉宾简介

李景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2009年聘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专家评审组（理论
界）成员；2012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
家，受到中宣部和教育部表彰。

2005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26次集体学习中担任主讲人。

●温馨提示

时间：11月22日（周六）上午9:00

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明德楼A座二层报告厅
为保证会场秩序与安全,请各位听众于上午8：30开始入场。会场

座位有限,坐满为止,敬请谅解。
活动咨询电话：省社科联科普部，0531-82981378

若有热心读者或爱心企业，尤其是济宁本地企业，愿意为孙祥存
提供一份合适的工作，请拨打本报热线96706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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