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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旬旬老老人人3300年年捐捐款款1100万万余余元元
惠民胡集镇河沟陈村农民陈美常坚持行善，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帮助

23日中午，阳光温暖地照着惠民县胡集镇河沟陈村的一
个农家小院，80岁的陈美常和82岁的老伴正坐在小院里吃着
午饭，午饭是馒头、虾酱和豆豉。阳光下，陈美常老人的脸既
安静又祥和。已进杖朝之年的陈美常从1984年捐出第一笔校
园修缮费后就三十年如一日捐助他人，截至目前，家境并不
富裕的他已经捐助他人10万余元。

行善从孩子们身上开始

陈美常老人耳不聋眼不
花，记性很好，30年前发生的事
儿说起来就像在眼前。

陈美常老人说，1984年，村
小学破旧了，可村里拿不起100
元钱的修缮费用。他听说后，拿
出100元钱送到村里。这是老人
捐出的第一笔钱。从这一年开
始，村小学换桌椅板凳、买电风
扇等费用都是陈美常掏的钱。

村小学土屋土墙，门窗不
严，冬天孩子们冻手冻脚。1985
年初冬，陈美常花150元为村小
学买来一吨煤。小小的煤炭炉
子，温暖了全村上学的孩子。从
那一年开始，陈美常年年为村
小学买煤，直到1998年村小学
撤并。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陈美常每年在信用社存200
元钱。他说，这个钱开始是为村
里孩子们存的，他怕村小学或
家庭困难的孩子急用钱时,他一
时拿不出来。“不到万不得一，
我不动这个钱。”陈美常说，让
他高兴的是，孩子们需要帮助
时，他总是能拿出钱来，所以这
笔钱只存没取过。直到现在，他
每年还存200元，如今本息共计
16500元。

善行从村里延伸到社会

陈美常说，同住在一个村
里，他看不下去有些人日子过
得很艰难，能帮就尽力帮一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
后，有些困难户没钱买化肥。还
有，当时耕地主要靠牛，但个别
户买不起牛。陈美常找到这些
户说：贷款吧，利息我来付。那
些年，他每年要帮助困难村民
支付贷款利息二三百元。在那
个农村万元户都少见的年代，
二三百元是个很大的数目。

河沟陈村村民都知道，遇
到生老病死的事儿，家里有了
困难，陈美常都会伸手帮助。与

陈美常同龄的陈美福没有收入
来源，从6年前开始,陈美常每年
给陈美福100元钱，过年还给买
些肉送去，陈美福逢人便说陈
美常是个好人。

刚开始，陈美常只帮助村
里的人。看到社会上同样有人
需要帮助，他的善行便延伸到
社会。

邻村原来有个小学，与河
沟陈村一样，当时村里拿不出
钱来为孩子们换破旧的桌椅，
陈美常便掏钱帮助换了新的。
当时，陈美常在为本村的孩子
们冬季买煤、夏季买电风扇时，
也给邻村的孩子们同样买上。

因为要交学杂费，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家庭困难的孩子
常因此失学，希望工程在全国
铺开。陈美常自己捐助了10个
孩子，动员儿女们捐助了7人。
1999年，陈美常被评为“山东省
希望工程十佳捐助个人”，并应
邀到济南参加了表彰大会。

汶川大地震时，不仅陈美
常捐了200元钱，他的儿子、孙
子、重孙子也纷纷捐款，全家人
共捐款4710元。就连2005年印
度洋发生海啸时，陈美常也捐
出了50元钱。

始终惦记敬老院的老人

胡集镇有个敬老院，里面
住着的大多是无儿无女的老
人，陈美常觉得该帮帮他们。

1986年，敬老院里住着10
位老人，陈美常送去100元钱。
从这一年开始，他每年为敬老
院 的 老 人 每 人 送 去 1 0 元 钱 。
2011年是敬老院的老人最多的
时候，共93人，他一共送去930
元。

从2013年开始，老人的孙
子陈金星和9岁的重孙子陈宇
轩也加入了捐助敬老院老人的
行列，陈金星给每位老人捐助
30元，陈宇轩给每位老人捐助
10元。这一年，敬老院有80位老
人，陈美常和孙子、重孙子共为
老人捐款4000元。今年九九重

阳节那天，3人又为敬老院的66
位老人送去了3300元捐款。

从1986年至今，陈美常和
孙子、重孙子已经为镇敬老院
捐款3 . 5万元，其中陈美常个人
捐款3 . 19万元。陈美常说，“一
个老人一年给 1 0元钱真不算
多，但我就这个力量了。对敬老
院的老人来说，有这10元钱就
比没有强。”

30年记下来4个账本

陈美常在生产队时期当过
生产小队的会计，养成了记账
的习惯。现在他家中有个老旧
的木头盒子，里面除了他获得
的各种荣誉证书，还有 4个账
本，其中3个是笔记本记着他捐
出去的每一笔钱，一个记着家

庭的每项收支。
捐出去的每一笔钱，陈美

常都记着捐款时间、数额及受
助人姓名、受助原因。开始时，
每笔捐款都记下经办人的名
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
记下的每笔捐款都加盖了公
章，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也
有敬老院的、民政部门的。1992
年2月7日，河沟陈村党支部为
陈美常开出了一份加盖着公章
的证明：“陈美常同志在1984到
1991年期间，向村及社会支援
捐款共累计款7335元。”到2008
年，河沟村为陈美常出具的证
明显示，陈美常已经捐款 (物 )
49372元。

陈美常说，记下每笔捐款，
是让自己能记住为他人做了多
少事；加盖公章，是为了说明他
说的话不是假的，让别人相信
社会上真有人愿意帮助别人。

陈美常的账薄详细记着家
庭收支的每一笔账，小到二三
元钱。记者采访陈美常时，老人
又收入了200元，开支了39元，
他家里共有现金945元。

行善一辈子捐款10万元

陈美常有7个儿女，在生产
队时期家里生活困难。为增加
点收入，他卖了15年的窑货。窑
货用独轮车推着四处赶集，只
能挣点零花钱。1978年，他在村
里开起机房，为村民磨面粉、玉
米粉等挣了些钱。1986年，他在
胡集镇政府驻地盖了房子，卖
些建筑材料，后来又跑起运输。
直到2004年，年近70岁的陈美
常才不再卖建材、跑运输。

陈美常说，他始终不是个
有钱人，挣钱最多的年份，也不
过收入4万元，这些钱还要养活
全家人，帮儿女成家立业。

陈美常和老伴生活费用很
低。早晨是鸡蛋面，中午是馒头
就咸菜，晚上以稀饭为主，每月
的生活费只有100多元。6岁便
外出要饭，现在过着这样的日
子，陈美常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不信神、不信鬼，我信善。”
他说，因为信善，他至今为社会
各界捐款已至少10万元，捐出
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苦挣来
的。现在他80岁了，也没给自己
攒下养老钱。

儿女们都很孝顺，这让陈
美常不为养老的事犯愁。陈美
常7个儿女，孙子孙女、外孙子
外孙女 1 4个，重孙辈也有 7个
了。在陈美常的影响下，儿孙辈
们都在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了解陈美常的人都说，陈
美常儿孙这么多，这是他行善
得到的善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赵秀峰 阎福波

本报讯 惠民联社大力
推广“农信银快汇”业务，把
异地务工人员与自己的家紧
紧地连在一起，这对于许多
家在偏远地区，当地只有农
信社一家金融机构的外出务
工人员来说，解决了实际问
题。通过农信银支付清算系
统，惠民联社联通了全国8万
多家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
通过该系统可以实时将资金
汇到全国的城市、乡村。

为解决农民工打工返乡
携款不便的问题，惠民联社
还推出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
务，客户只需办理一张开通
了农民工银行卡服务的银行

卡，将其平时收入存入该银
行卡中，返回家乡后可以携
带银行卡和身份证，在惠民
联社的营业网点提取现金。

为向客户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电子银行服务，2014

年惠民联社网上银行、电话
银行、财富在手卡跨行转账
等业务免收手续费。截至10

月底，惠民联社通过大、小额
支付、农信银、银行卡跨行等
系统累计清算资金超过75亿
元人民币，在当地同业排名
中居首位，进一步提升了农
村支付结算服务水平。

(潘宗)

惠民联社力推资金清算业务

有效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本报讯 为提高全员整体
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打击针对
金融单位实施的犯罪活动，进
一步强化员工面对恶性突发事
件的处置应变能力和水平，积
极创造安全有序的经营环境，
根据县联社安全保卫工作的有
关要求，12月3日晚，联伍分社
开展了2014年四季度安全保卫
防抢、防爆演练。

此次演练真实地模拟了歹
徒持凶器进行抢劫的场景：一
名歹徒持铁锤敲砸玻璃，试图
进入营业厅，另一名蒙面持手
枪恐吓临柜人员不许乱动并要
求拿出现金进行抢劫。营业室
内各岗位人员面对突发情况，
沉着冷静、措施到位。依照分

工，安全员及时按下“110”报警
装置和催泪装置按钮，其他员
工迅速隐蔽转移现金，网点负
责人带领全员携武器防卫，并
再次报警。通过细致、有序的安
排和员工应对突发事情的机智
沉稳，顺利完成了每一环节的
演练。

通过此次安全保卫模拟演
练，在锻炼员工心理素质，熟悉
突发事件应急措施的同时，对
进一步增强员工安全防范知识
和制度的学习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最大限度地确保联社资金
安全，为联社的安全运营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为今后的工作
保驾护航。

(郭学军 牛玉印)

惠民农信联社联伍分社

开展防抢、防爆、防诈骗演练

惠民联社：

转换经营理念

加强信贷投入
本报讯 今年以来，惠民联

社围绕县域产业化经营的骨干项
目，重点选择对农村经济发展具
有一定辐射能力的涉农型主导产
业企业进行重点培植。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与农户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惠民联社明确支持农业
产业化就是支持“三农”的经营理
念，在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时，
重点支持主导产业发挥辐射带动
效应，提高农业综合产业效益。

今年以来，惠民联社对绳网
产区李庄镇、姜楼镇累计发放贷
款6亿元，其中企业贷款余额2亿
元；对有特色苗木的皂户李镇累
计发放贷款1 . 5亿元，发放林权抵
押贷款9300余万元。 (吴璇)

行善多年，陈美常获得了许多荣誉。

艾安

陈美常推着小推车义务修葺村里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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