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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似水，

情系家乡反哺故里
� � � �

袁继斌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有他的追求和
梦想， 但他的追求和梦想不是成为名人和创业
家。他的追求是在自己拥有了，然后不断回报社
会，不断地帮助弱势群体！他是一位宽厚和富有
同情心的人！ 他是有一份家乡情结的人！

2010

年
1

月
25

日下午
3

时，来大连务工
22

年的新县农民工龚恩喜，因突发心梗病逝，走完了
他

55

年的人生历程。

2010

年
1

月
30

日，大连·信
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自成立以来，

第一次以组织的名义在大连市殡仪馆为一位农民
工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让终生未婚，无任何直系
亲属的龚恩喜把亲情和温暖带去了天堂。

2000

年，他回家探亲，看到乡亲们吃水困
难，立即拿出

3

万元钱为家乡人打井引水；

2002

年， 家乡要建希望小学， 他当即捐款
5000

元；

2003

年，新县组织开展爱心
1+1

活动，他又率
先捐出

10000

元；

2006

年， 他为大连社区建设
捐助

38

万元；

2007

年， 他再次为家乡修路、架
桥、新农村建设一次捐款

30

万元。 近
10

年来，

他为大连和家乡建设， 为社会公益事业和工会
工作，为农民工工友，共捐助

200

余万元。

在尽己之能为家乡捐助的同时， 袁继斌看
的更重的是能为振兴家乡经济建设出上一把
力。 今年，他投资

4

个多亿，将自己的坤德新材
料公司生产基地选在家乡兴建，一个年产

10

万
吨型材和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将于年内建起，

计划年产值将达
10

亿元。

在袁继斌心里，如今有三个愿望：一是通过
这个工会组织， 让全国的在外务工的农民工都
参与进来； 二是农民工的要象城里人一样享受
同样待遇； 三是希望政府出台政策让农民工能
在异地参加工伤保险……

2011

年
3

月
23

日下午，辽宁省省常委、辽
宁省总工会主席赵国红一行在对大连·信阳（新
县）进城务工人员调研时，明确表示：这个想法
很好， 我们会将这次的座谈纪要反馈到全国总
工会及有关部门。

———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
联合分会主席、农民工的“娘家人”袁继斌在新
的维权路上，将不负众望所归。

农民工的

“娘家人”

本报老年记者夏晓辉

� � � �

编者按：晨曦初露，袁继斌习惯性地拿起床头边的手机，一看，时针指到五点。 这是他长期养成的早起习惯。 他今天要去协调解决
一起农民工劳资纠纷问题。

一晃十多年过去，如今身为大连骏诚拆迁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又是被大家誉为“农民工的‘娘家人’”———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
员工会联合会主席，这位曾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推举的“中国好人榜”获得者、

2010

年度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同时因为创新农民工工会发
展模式，成功地破解农民工维权难问题已成为闻名全国“大连模式”的袁继斌，对于这类纠纷，他已记不清处理多少起了……

� � �老区风骨，“莫”守成规谋划人生
� � � � 1964

年
10

月，袁继斌出生在大别山革
命老区新县。 在家乡读完高中后，他就光荣
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退伍后，他被分配到新县财政局。

1991

年， 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的袁继
斌毅然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利用当地资
源优势从事餐饮旅游服务业。

1992

年
5

月
8

日至
1993

年
9

月
18

日， 创业初成的袁继斌又雄心勃勃斥资百
万， 盘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信阳华侨大酒
店， 易名并创建了更大的企业———大富豪
餐饮娱乐城。

也许是延绵的大别山这块红色的土地
给他的骨子里注入了更多的血性， 抑或是

他与生俱来的超前意识， 袁继斌———这个
不安于现状的创业者， 又将他日益红火的
餐饮业一一转让， 满怀着更大的志向和梦
想，于

1997

年举家北上，来到东北的最南
端、 在中国北方这座极具改革开放气氛的
城市———大连市， 开始了他的人生第二次
创业。

� � �挺进关东，演绎梦想新“神话”

� � � �

来到大连市的袁继斌万万没想到，自
己继续做餐饮的抱负尚未施展， 却让他走
进了原本与他不沾边儿的房屋拆除业……

比袁继斌先行来到大连的同乡们， 大多
从事房屋拆除或装修。然而，与方方面面打交
道和工程方案的起草和形式， 却成了文化水

平不是很高的同乡们最为头疼的事儿。 而高
中毕业，又自学大专，且在部队和政府磨炼过
又有创业经营经历的袁继斌，对于他的到来，

无疑是成了同乡们的“文曲星”和“外交家”。

很快， 凡是关于跟老乡要解决的大事
或小事大都有他出面， 而袁继斌起草形成

的工程实施方案几乎从此成为范本， 他在
这个行业的名气越来越大， 先后承揽了大
连染料厂、 大连盛道集团等一些企业旧房
屋拆除和“城中村”房屋改造的拆除工程，

逐步成为这个行业的领跑者， 实现了在大
连创业的初步梦想。

� � �处处关照，我的亲人去的城市
� � � � 2001

年年底， 农民工张登良的妻子早
逝，他带着一双儿女来大连打工，却不幸在工
地坠楼身亡，一对儿女成了孤儿。袁继斌获知
此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组织了新县的老
乡为张登良捐款捐物， 同时又四处寻找有关
部门，为其死者争取补偿金

19

万元……

张登良的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给袁继
斌的心灵触动很大。 他想，像张登良这样的
事情在外务工人员中经常发生， 如果死者
的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乡，那么，这些亡
人的生命会显得多么脆弱和一文不值。

另一件事也让袁继斌心里显得特别沉重。

在大连从事建筑拆除的农民工有几千

人，大连近
20

年的旧房拆除几乎都是他们完
成的。然而，这些农民工由于没有单位依托，流
动就业， 他们很难被纳入社会管理和保障体
系，更无法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同时，拆除
业又是一个高危行业，加之层层转包，这使农
民工在遭遇安全事故时，往往难以得到应有的
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选择忍耐，有的寻找
老乡帮助，也有个别人采取过激方式而酿成悲
剧。 这个群体的刑事治安事件不断，给社会带
来了不和谐因素， 大连警方每年到新县取证、

调查和拘捕有犯罪嫌疑的农民工不计其数。

对此，袁继斌心急如焚。 他深知，单凭
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把大家

团结在一起，靠组织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
道” 得知袁继斌为死去农民工张登良维权
的事后，并以《我的亲人去的城市》为题作
了跟踪报道。

值得庆幸的是， 这条新闻引起了上级
领导的注意。 信阳市与大连市总工会遵循
全国总工会最大限度地为农民工“组织起
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准备以这个群
体组建一个新型农民工会。

2003

年
11

月，

大连·信阳（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
会首家试点挂牌成立， 袁继斌被众望所归
推选为农民工会主席。

� � �创办工会，争做农民工的“娘家人”

� � � �

工会组织创立之初，面临很多困难，袁
继斌选择了坚持。 为解决办公场所问题，袁
继斌自己出钱租下了一个

140

多平方米的
办公室，接着，他又带头捐资

100

余万元，

使工会经费才得以缓解。

维权和帮扶， 是农民工最迫切的实际
需求， 而依法维权则成为袁继斌开展工作
的重要突破口。 为此，大连市西岗区总工会
为这个农民工工会配备了法律顾问， 在上
级工会的支持下， 袁继斌旗帜鲜明的为农
民工仗义维权。 现在，这

7000

余名农民工
深感工会就是他们的“娘家人”，成为他们
在大连有信心追求幸福生活的依靠。

然而，维权之路依然阻力重重，难点道道。

2005

年
3

月， 农民工刘应全拆房时墙
倒将其腰骨砸断。

包工头王某将刘应全送到医院， 扔下
200

元钱就不管了。刘应全的老乡在医院打
电话向袁继斌报告。 袁继斌立即派一分会
主席前去调查。

蛮不讲理的包工头说刘应全是偷东西
时被砸， 前去调查的工会副主席和袁继斌
听到这一说法后，气愤地找到包工头，说：

“我们都是搞拆除的， 工地到处是砖头瓦
块，有什么东西好偷的？ ”

憨厚老实的刘应全慑于包工头的蛮横，

提出只要给
8000

元的住院费就行。 可即使
这样，包工头仍旧不同意。 袁继斌将包工头
找到工会办公室，由六七位工会骨干共同做
工作，并请来大连市总工会法律部的同志进
行调解。 然而， 这位包工头只同意给

6000

元，为了不耽误刘应全治伤，袁继斌等
8

位
工会骨干人员每人捐了

1000

元钱。

包工头知道给刘应全撑腰的人是袁继
斌，派人来威胁他。 在袁继斌周六送孩子到
体育馆踢足球时， 三名打手手抡西瓜刀向
袁继斌猛砍三刀。

几个月后，打手因另案被抓。 包工头因
怕指使打手砍人案发， 忙找人请袁继斌高
抬贵手放他一马。 因袁继斌的大度，没有和
他计较。但提出给刘应全的赔偿不能少。最
后，这位包工头乖乖赔了刘应全

15000

元。

农民工吴子松家境贫寒， 妻子在受雇
于同乡老板抬砖时胯部被砸伤。 可是，命运
的捉弄并没有停止， 随之接二连三的各种
变故使这位同乡雇主的家庭雪上加霜……

一边是陷入生活困境的伤者让人不
忍，一边是理由恰当的同乡老板叫人同情，

作为农民工会主席的袁继斌一时陷入了工
作难以展开的困境。

袁继斌用一次次动之以老乡之情，一
遍遍晓之公理。 通过近一年的调解和筹措，

这位雇主老乡在面临其他重大经济损失的
情况下，还是依照伤者的要求，一次性付给
了伤者

35000

元补偿。

黄山连是农民工老黄的儿子， 来自大别
山的老黄在大连务工多年。正因为如此，他才
给儿子起名叫山连，其旨意是，大别山的血脉
和大连的海水连在一起。

2007

年，年仅三岁
的小山连不幸患上了白血病， 面对巨额的医
疗费，老黄一家人犯了愁。袁继斌获知这件事
情后马上送去

5000

元钱，并发动工会骨干捐
款

7

万元，使孩子及时的得到了治疗……

汶川和玉树地震发生后， 袁继斌率领
农民工友自发捐款

10

多万元。 奥运会和残
奥会期间，

300

多名农民工积极参加大连火
炬传递这一公益活动， 成为当时城市一道
独特的风景。

类似这样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

“大连模式”，

维权路上谱华章
� � � � 10

多年来，袁继斌先后依法调处维权案件
300

余起， 为农民工争取追回各种补偿金近千
万元； 并组织办理民工意外伤害险

5000

余份！

另外还带动工会联合会先后救助困难农民工
200

多人次， 袁继斌和工会骨干带头捐款
300

余万元，联合会还与上级工会、民政部门多方联
系，将

163

名生活困难的农民工纳入市、区工会
帮扶体系。

60

余农民工纳入人民政府救助体
系。现在，讲文明、讲贡献、讲和谐的积极氛围在
这个群体中越来越浓， 先进人物不断涌现。 其
中，这个群体先后有

7

人荣获省、市“五一”劳动
奖章，

4

人次荣获省市区劳动模范称号。

2003

年
又成立了三个党支部，其中有

45

位优秀农民工
加入了党组织，培养了优秀积极分子近百名。如
今， 农民工进城遵纪守法了， 维权纠纷找娘家
了， 各类刑事案件没有了……加入大连·信阳
（新县）进城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的农民工由最
初的

300

名， 迅速增至
7000

余人。

2006

年
9

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网将这个工会为农
民工维权的成功经验向海内外播发；

2011

年
3

月下旬， 全总和辽宁省总工会进行了全方位调
研，将其誉为“全国农民工会的一面旗帜”，并称
为“大连模式”向全国推广，《大连晚报》、《三农
通讯》网等媒体作了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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