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相关评论

“还债局长”

是官德诚信范本

10

年光景
,

胡丙申还债的故事
好似一个传奇。

10

年的时间里
,

他为
还债卖过对联

,

给人剃过头
,

还开过
小商店

,

而他的老伴儿则悄悄到乡
下替别人收麦。 确切地说

,

欠债的并
不是胡丙申

,

在他所身处的资金链
条上

,

胡丙申只是担保人而已
,

真正
欠债的人

,

有的跑了
,

有的病了
,

还有
的去世了。 而在胡丙申看来

,

既为担
保
,

信誉便是一张底牌
,

欠债的人跑
了
,

自己的信誉不能跑。替人还债
,

绝
对不能让自己的信誉失色。

媒体在传播这一故事时
,

为胡
丙申镶上的名号是“官员”。 在这个
“官德”备受关注的社会里

,

尽管胡
丙申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基层小
官
,

但他通过替人还债而呈现出来
的“官德”

,

无疑让人对这个时代的
为官者多了一份信心。 胡丙申曾说

,

“做官要有作为
,

做人要有诚信。 ”假
若一个人丧失了诚信这个品质

,

即
便身居高位

,

想来也难有作为。 而他
以某种略带悲壮的方式

,

展现了一
个为官者应有的诚信和作为。

诚信
,

这只是“还债局长”这个
故事呈现给我们的一个层次

,

虽然
说舆论在围观胡丙申时都把这一层
次当做核心

,

但是
,

核心之外
,

“还债
局长” 所呈现的侧面信息也不可忽
视。

胡丙申在位时为何要替人担保
新闻说

,

夏县是一个财政贫困县
,

胡
丙申刚到乡镇企业局工作时

,

全县
的乡镇企业年产值仅有

2000

多万
元。 为了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

他先
后帮

19

户农民担保借了
69

万元
钱
,

除少部分来自农村信用社贷款
,

其余全部是民间借债。 为什么多数
都是民间借债

,

无非是因为乡镇小
企业发展融资困难。 胡丙申退休时

,

他担保过的一些乡镇小企业倒闭
了
,

除了与企业主自身经营不善有
关外

,

是不是也和大的经济环境有
关联

?

事实上
,

何止是乡镇小企业
,

当
前社会

,

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在
遭遇着瓶颈

,

比如民营企业融资渠
道的缺乏

,

比如民营企业市场地位
的边缘化。 这些社会背景

,

正是发酵
“还债局长”故事的土壤。

一个基层的官员
,

以个人的修
为和理想

,

弥补了制度的不足。

2011

年
,

胡丙申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

因为讲信誉
,

因为“替人还
债”践行了担保人的承诺

,

胡丙申在
道德领域获得了应有的认可。 多少
有些遗憾的是

,

我们只关注了他的
诚信

,

忽视了他以一个人的力量
,

试
图代替制度来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
理想和情怀。

(

据《中国青年报》

)

山西“还债局长”病情恶化

十年艰辛只为堂堂正正做人

67

岁的胡丙申病情在恶化，肺癌晚期，已经停止化疗。

这个曾经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 在退
休后的

10

年里，一直在还债。

局长胡丙申被追债，跟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分不开。 夏
县在发展乡镇企业时缺钱，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门
槛高。 胡丙申在乡镇企业局局长任上，给县里

19

家乡
镇企业担保，从信用社或熟人手里借了

69

万元。不过，有一
大半企业倒闭了，“欠债人跑的跑，病的病”，有人甚至一分
钱都没还。

2001

年，工作
30

年的胡丙申正准备光荣退休，债主们
敲开他的家门。局长顷刻间成了“欠债人”。大儿子胡学功回
想起当时家里的情景，“人声鼎沸，院子、客厅、厨房站的全
是人，有人理直气壮地要钱，有人号啕大哭。 ”

胡丙申没赖，也没跑。 他接下了这十几笔债务，替欠债
人还钱。落在他这个担保人身上的欠账，本金就有

24

万元。

他把工资本交给信用社，还本金，再按季度付利息。 如
此连本带息还清，需要

12

年。如果赶上退休工资调高，还款
日期会缩短。 不过，这只能还上信用社欠款，剩下的民间借
款还是追着胡丙申，但他已经倾囊而出。

胡丙申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 他的同事董乐谦在街上
遛弯时，看见昔日的镇长、民政局局长和企业局局长胡丙申
蹲在街边，卖起了对联和鞭炮。董乐谦绕开了老同事的地摊
儿，没敢上去打招呼。

此后， 胡丙申干起了在儿子胡学功眼里“最底层的工
作”。 他拿着剃头刀给人理过发，开过小商店、小饭馆，后来
还张罗了一家养生馆。 直到

2006

年，胡丙申去一家杂志社
做编辑和发行工作，工作的乐趣才多起来。

“别人开饭馆是当老板，过日子，可他是在还债。 ”胡学
功叹了一口气，声音停顿，有些说不下去。

那时，胡丙申的老伴儿，年近
60

岁的王金梅也没闲着，

她瞒着孩子回村里帮人挖红薯、掰玉米、摘苹果、砌砖墙。

胡学功看着父母像
20

来岁的年轻人一样劳碌，心疼但
也一度不理解。

“说实话，以前家里人就不支持他给人做担保，管这么
多闲事，最后债都要担下来。 ”胡学功说。

“他从来只说欠一点钱， 但是不跟我们讲究竟欠了多

少，直到还债的事情被社会关注，我们才知道竟然还了
30

几万元。 ”

胡丙申开小商店的时候，会推车上门送货。 有时，胡学
功上去一把接过父亲手中的推车， 两人一块推着车走在街
上，儿子觉得“背后灌着凉风”，生怕遇到熟人。

“好歹也是科级干部退下来， 在县里也是有头有脸的
人，怎么竟要摆地摊儿、推车卖小商品呢？”胡学功眼瞅着父
亲的两鬓开始斑白。

在胡学功看来，当局长的爹没有给子女带来实惠。 “我
们的家境很困难。 我从部队转业后，到县地税局工作，爱人
是教师，经济条件是兄妹里最好的。弟弟是临时工，吃低保。

妹妹两口子是农村户口，在河南打工。 说没有怨言，难道就
真的一点怨言都没有吗？也怪我们不争气，可是他从来不求
人给子女找个好工作。 ”

身边的人看着胡丙申还债这么辛苦， 私下里劝他：“你
别这么憨了，你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县委、县政府，让组织出
面解决，凭什么非得你个人去承担这些债务，冤不冤呀？ ”

在儿子眼里，胡丙申太倔，能扛。

2010

年最后一天，胡丙申收回最后一张欠条，连本带
利还清了

39

万元。他和老伴儿王金梅长出一口气，“无债一
身轻，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在黄色的书桌前，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摊开堆积起
来的欠条，一张一张地抻平，再把它们叠放在一起。

“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吧，看着闹心。 ”王金梅说。

可胡丙申执意把这些在身上“扛”了
10

年的字条留下
来，“不但得留着，还得传下去，让后辈知道该怎么做人”。

如今，胡学功懂得了父亲
10

年的辛酸荣辱。“他就是想
堂堂正正地做人，怕别人戳他脊梁骨，就这么简单。 ”

在无债的日子里，胡丙申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光。他在
院子里跟人讲起自己

10

年的还债经历， 有时会放声大笑，

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松针。突然间，他又会失声痛哭，眼
泪在脸上流成“沟壑”。

去年年底，胡丙申在县医院被查出患了肺癌。“这是我第
一次陪他上医院。 ”胡学功说着，抽泣起来。

退休后，“还债局长”胡丙申没有真正享过清福。

(

据《中国青年报》

)

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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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在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胡丙申的妻子王金梅为丈夫活动手腕。

胡丙申接受肺癌治疗后，运城市和夏县的地方领导纷纷前往慰问，为其捐款，夏
县的多个政府部门也主动为胡丙申捐款。在网络上，“还债局长”胡丙申因肺癌晚期住
院的消息也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许多网友通过微博纷纷献上祝福，并呼吁大家为其
募捐治疗所需的费用。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