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孩子子上上学学的的费费用用，，我我全全包包了了””
好人陈卫宏，遇到别人有困难总是出手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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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生了重病

他掏钱帮人渡难关

在槐荫区段店北路街道段
店村，陈卫宏有个标签———“好
人”。

给村民置办年货，解决村民
的就业问题……陈卫宏的好，对
于村民来说，一天一夜都说不
完。

“2001年我从部队自主择
业，不甘坐享其成，几经周折，在
段店这边办了一个被服厂，并招
了一些工人。赶上国家政策好，
这几年赚了点钱，我就想着回报
社会。”面对村民的赞誉，陈卫宏
很是谦虚。

陈卫宏曾经是一名军人，身
上有一种军人独有的气质，他把
所有的人都当做自己的兄弟，包
括他的工人们。

今年年初，一位名叫张继民
的工人干活时突然昏倒在地。消
息迅速传到了厂长陈卫宏的耳
中。他和张继民其实也不算熟。

“我只是知道他是厂子里的工
人，患有脑溢血的毛病。”听闻张
继民头晕后，陈卫宏放下手头的
工作，迅速来到了现场。

“当时他老伴以为是感冒，
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觉得情
况不对，可能是脑溢血突发，就
坚持把老张送到了医院。”到了
医院，经过确诊，张继民确实得
了脑溢血突发。但是高额的治疗
费用，却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愁眉不展。

看到这种情况，陈卫宏二话
没说，从兜里掏出7000块钱作为
张继民的治疗费。“他们家的情
况我了解一些，知道他家一下子
拿不出这么多钱。既然我能拿得
出来，为了救人，我不能推脱。”
陈卫宏对记者说。

张继民出院之后，因为外债
太多，一家人的生活很是窘迫。

陈卫宏听说后，又拿出了43000
元送给了张继民，助其渡过难
关。

其实，今年陈卫宏的厂子情
况比较特殊，资金周转紧张。“往
年有两个民办学校9月份就能回
款百十万的，但今年说是银行将
款收上去就不放了，所以到现在
一分钱也要不到。”尽管如此，陈
卫宏仍然拿出了一笔巨款救助
张继民。

“都是厂里的老员工，乡里
乡亲的，挺不容易的。困难再

大，也得让他们活下去！”陈卫宏
说。

听说有人遇到困难

他主动上门去资助

11月24日，济南迎来了今冬
初雪。

看着从天上慢慢飘落的雪
花，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将这一
难得的美景变成永恒。可是此
时，有个人却没有加入这欢乐的
队伍，他守着破旧的房屋，在漫

天的雪花中，倚窗哀叹。
这个人叫谯英波，德州齐河

人，今年41岁，17年前因车祸瘫
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大家想的是初雪的美景，
我想的却是过冬的暖衣。”谯英
波租住在王官庄小区256号一所
老式房屋中，屋内只有三张床，
床上薄薄的被褥是谯英波和他
室友的过冬家当。因为谯英波高
位截瘫，室友孙全伟是渐冻症患
者，两人的饮食起居全部都由房
东照料。没有暖气，没有炉火，只

有昏暗的灯光陪伴这两位不幸
的人度过寒冬。

为了治病，谯英波花光了家
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几万元
的外债。十几年前，妻子不能忍
受家庭的巨变，撇下刚刚满月的
孩子远走他乡。母亲面对残疾的
儿子，嗷嗷待哺的孙子，日日焦
虑，夜夜流泪，大脑的受刺激精
神出了问题。

可以说，谯英波是不幸的，
同样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失去
了健康，还有书法相伴。谯英波
一笔空心字在十里八乡出了名，
此外，还创作了“双勾字”。每天，
他都会铺纸磨墨找寻逝去的自
我。

当朋友将谯英波的情况告
诉陈卫宏时，陈卫宏沉默了。他
对记者说，想不到竟然还有这样
可怜的家庭。虽然素不相识，但
是他仍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救助
这个不幸的家庭。

25日上午，陈卫宏来到了谯
英波租住在王官庄的小平房里。
此时谯英波正在吃早饭，一份咸
菜，一个黑黑的馒头，一碗冰冷
的玉米面粥。远处的碗里是大米
干饭，头天焖好的，上面已经出
现了冰晶。

“我给你四床棉被，这是两
套换洗的床套，希望你们能够度
过这严冬。”陈卫宏说，这些棉被
都是厂里出的新品，是工人连夜
加工出来的。

在闲聊中，得知谯英波的儿
子在齐河一中读书，学习成绩还
很不错，陈卫宏连忙拉住谯英波
的手，说：“兄弟，不管怎样，孩子
绝对不能辍学！孩子从高中到大
学的学费，我全包了！”

谯英波看着陈卫宏，眼圈
红了，这位年过不惑，没有向
自己命运低头的汉子将头埋
到被子里，暗暗啜泣，呜咽中
只能听清楚一句话，“好人，好
人”。

上任不久，为村民

申请来危房改造款

虽然刚入冬，但是北方的白天
已经十分清冷。

上午10时，记者跟随王乐来到
了位于长清区南部的南黄崖村。南
黄崖村位于大峰山山麓，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村庄。一栋栋石头房、一
条条石板路，诉说着这个村庄傲人
的历史。村中人很少，很安静。田间
鸡犬相闻，阡陌相连，远处大峰山
深远幽静，树木葱郁。从村委会处
极目眺望，黄崖山寨若一条游龙横
亘在山脊。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
源，不过如此。

“我们这个村虽然风景优美，
却是一个贫困村。”据王乐介绍，南黄
崖村约有住户三百户，大部分住在山
中。因为耕地较少、水源紧张，所以只
能靠抗旱能力较强的谷子和核桃过
活。单一的经济来源限制了南黄崖村
的发展，靠天吃饭的模式，也使大部
分村民生活困顿异常。

“说实话，这些石头房，都有上
百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很新鲜，但
是老百姓生活在里面，确实有很多
不方便。”石头房较之水泥房，保温
防风都很差，再加上年久失修，进
风漏雨变成了家常便饭。由于没有
资金，大部分村民只能守着几百年
的祖屋过日子，城里人眼中的诗意
不能给他们带来富裕生活。

王乐对记者说：“我来到这里，
就不能让这个村垮了。”

为了让村民住上宽敞明亮的

房屋，王乐和南黄崖村村委会不断
向上级汇报情况，经过不懈的努
力，驻村第一年终于为村民申请来
了危房改造款。

在发放危房改造款的时候，一
位八旬老人一把抓住了王乐的手，
激动地哭了，口里不停地念叨，“感
谢王书记，感谢共产党”。王乐握着
长满老茧、粗糙不已的双手，看着
满头白发、老泪纵横的老人，一下
子打翻了五味瓶，辛酸苦辣都涌上
了心头，眼眶也渐渐模糊。

建生态种植基地

开辟农家乐旅游

南黄崖村有三宝，小米、石榴
和核桃。在王乐看来，这三种农产
品，是南黄崖村的特产，也是使南
黄崖村致富的金钥匙。

“我们有这种优势，为什么不
利用？”说干就干，王乐与村委会干
部共同分析了市场上这三种产品
的销售前景，商讨未来的发展计
划。经过讨论，大家得出了现在阻
碍南黄崖村农产品销售的症结：缺
乏宣传、种类单一。

此时，王乐想到了山东省农科
院。“与专业机构的合作，既可以选
择优良品种，又可以科学种植，少
走弯路。”王乐对与农科院的合作
信心满满。

果不其然，省农科院听到王乐
的汇报之后，十分感兴趣。今年3月
25日，由济南市国资委和山东省农
科院共建的南黄崖村生态农产品
示范种植基地成立挂牌,走出了南

黄崖村脱贫解困的重要一步。
除了在传统产业上做文章之

外，王乐还为村民开辟了另一条致
富道路——— 农家乐旅游。

南黄崖村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南黄崖三面环山，而且山都极
有名，村东南山上有黄崖寨，西北
的山上有齐长城，村西南，则是赫
赫有名的大峰山。

“我们村有这么多资源，要是
放置不理，真的是暴殄天物。”经过
缜密考虑，王乐决定将这些历史的
馈赠与村里的实际情况结合，开展
农家乐活动。

农家乐对于城市人来说，已经不
稀奇，但是对于相对闭塞的南黄崖人
来说，却是新鲜事物。面对王乐的提
议，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沉默。

正在王乐发愁之际，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站了出来，他叫郭传廷。
在王乐和村委会的支持下，他将家
中的自留地改成了农场。如今，老
郭的农场已经成为南黄崖村的名
牌，每天来往的游客不断。

“现在，在老郭的带领下，已经
有许多家庭想搞农家乐，要是能形
成产业的话，就离脱贫更近了一
步。”王乐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连续四年来 ,本报联合中共济
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明办、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以及安利(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推出了“责任市民
暨最佳公共服务奖”评选活动,欢迎
热心市民向我们推荐身边的榜样。
市民可以拨打96706热线推荐,也可
以将相关材料发送至q lw b d p c@
163 .com邮箱。

驻驻村村一一年年，，让让村村民民住住上上了了好好房房子子
“第一书记”王乐：带领贫困村走上致富路

王乐，长清区孝里镇南黄崖村驻村第一书记。身
材颀长，肩膀宽厚，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露出
坚韧而有力的目光。这位由济南国资委选派下来的
驻村第一书记，自2014年年初上任以来，用自己的行
为改变着南黄崖村村民的命运，用自己的汗水为南
黄崖村村民铺出一条富裕路。

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身材，从外表看，陈卫宏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当你了解
了这位56岁的军转干部创业者所做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在他那平凡的外表下藏着一颗
博爱的心。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收到捐助物品，残疾人谯英波向陈卫宏（右）赠送自己的书法作品。

王乐(右)经常走访村民，了解村民家中的实际情况。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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