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村马上就有幼儿园了，幼儿
园设有小、 中、 大三个班级， 占地

2.5

亩，建筑面积
200

多平方米，建成后可
以容纳

120

多名学生，这样就很好地缓
解了晏岗及周边幼儿的入学难题。 ”昨
日，在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黄久生捐建
的潢川县双柳树镇晏岗村幼儿园采访
时，该村小学校长李俊掩饰不住喜悦的
心情向记者道来。

晏岗村位于商城、潢川交界处，虽然
是村级学校，但生源比较充足。 多年来，

学校占地较小，校舍紧张，远远不能适应
教育的均衡发展。 去年好不容易从上级
部门争取了一个建设幼儿园的项目，因
为没有场地，项目迟迟不能落地。当黄久
生听说后，他主动找到学校，愿意捐建一
所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已开工建设，预
计今年国庆节期间可交付使用。

2012

年黄久生当选党的十八大代
表时， 记者曾对其先进事迹做过专访。

又是同乡的缘故，便电话采访了正在郑
州某工地施工现场干活的黄久生，他平
静地说：“我当年家庭很贫困，是乡亲们
给了我一次次上学的机会，才成就了我
的今天。 今后，我将继续关注家乡事业
发展，尽全力改善家乡办学条件，设立
教育基金，鼓励更多大学生来家乡安心
支教，兴学育才。 ”

现为中建七局一公司项目部经理、

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
书记的黄久生，这些年，陆续从家乡带
出了

1

万多名农民工兄弟， 通过“传、

帮、带”，开展各类工种的技术创新，使
得大家都吃上了技术饭。他们参与建设
的工程两次获得全国建筑最高奖“鲁班
奖”，

50

次获得省市优良工程， 被业内
誉为河南建筑业的“铁鸟”。每年为家乡
带回

2

亿元的劳务收入。黄久生也因此
在

2007

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0

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012

年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

2013

年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最为值得骄傲
的是，黄久生这个农民工代表，先后

6

次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李克强总
理称赞他是“中国农民工的杰出代表”。

苦难时吃“百家饭”

如今已荣誉满身的黄久生，其实是
一个从小吃“百家饭” 长大的苦孩子。

1971

年冬天， 黄久生的妈妈得了大病
后，撇下当时只有六岁的他、四岁的妹
妹和两岁的弟弟离开了人世。那年冬天
特别冷。 因为他个子矮小，是邻居把他
抱到桌子上穿的孝衣，大片大片的雪花
把妈妈的坟地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那
年冬天，黄久生面前的日子，也是白茫
茫的一片呀……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父亲只好把两岁的弟弟送给了别人，他
自己走街串巷， 靠给人家补锅维持生
计，很少有回家的时候。家，对于只有六
岁的黄久生来说，就是两间破草房和一
个四岁的妹妹。

苦难中，是心地善良的乡亲们东家
一碗饭、西家一件衣的照顾使他们度过
了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至今，黄久生还
清楚地记得，上初一时，学费一块八毛
钱。家里没有钱，他只有上山捡柴火，再
走十几公里路， 挑到镇上卖给炸油条
的，炸油条的见他肩膀上磨得都是血印
子，就二话没说全收下了，而且他每送
一次柴火人家就给他两毛钱。来自乡亲
们的温暖、情分，一点一滴都在黄久生
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仁义、善良的种子。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用行动报
答给我温暖、用大爱养育了我的父老乡
亲”成了黄久生未来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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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 黄久生怀揣着挣钱报
恩的梦想，走出大山，开始了自己的打
工生涯。 开始干的是挖土方的活儿，接
着，工地上又安排他做搬砖、提灰的小
工。 搬砖，黄久生总是随着师傅砌墙的
进度，把砖及时地递到师傅手中。提灰，

他总是观察师傅干活时不同的习惯，把
灰放在师傅最顺手的地方。 收工了，黄
久生总是把师傅们使唤的工具擦拭得
明亮亮的，把工地拾掇得干干净净。 晚
上师傅们躺下了，黄久生又忙着给师傅
洗衣服、 打洗脚水……等师傅歇过劲
了，他便逮着师傅不放，向师傅请教建
筑活上的行行道道…… 黄久生用省吃
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买来许多建筑方面
的书籍，潜心琢磨，凭着坚忍的毅力，系
统地学完了建筑专业的全部函授课程。

就这样， 黄久生从小工做成了大工，从
徒弟变身为师傅。

挣钱后回报恩人
当年一心想“挣钱回报恩人”的黄

久生，终于在阔别家乡两年后，于
1986

年春节， 带着拼命干活攒下的
3000

元
钱， 给乡亲们买了很多年货回到了家
乡。 那时候的农村，大家穿的都是土布
褂，城里也刚流行的确良，他给乡亲们
扯了长长的几卷的确良， 买了几箱香
蕉、大枣、核桃等。从那以后，每逢年节，

黄久生都要回晏岗村看望乡亲街邻。寒
冬时节，谁家老人身上没有棉衣，过年
过节谁家没有买肉的钱， 他都惦记着。

为孤寡老人买肉、买米、买衣服，成为黄
久生每年的惯例，

19

年来，从未间断。

2008

年， 黄久生出资建起了双柳
树镇“久生”光荣敬老院。 闲时，把镇上
的孤寡老人都接过来， 带他们到南湾
湖、到郑州旅游。人们都夸赞说：黄久生
是

700

多位孤寡老人的“儿子”。 是啊，

多年的赡养照顾和牵挂，已经让黄久生
和这些老人成了亲人。

采访中， 黄久生说
:

“

2009

年
4

月
16

日， 双柳树镇民政所所长余辉打来
电话，说镇里有两位已经是癌症晚期的
‘五保’老人，非要和我见上一面！ 我赶
紧从郑州工地上往家乡潢川赶。在晏岗
村李鸿金老人的床前，老人拉住我的手

泣不成声，他说：‘孩子啊，活着你养我，

病了你又花那么多钱给俺治病，你买的
衣服，我到死都穿不完呀！临走，能再见
上你一面，我死也能闭眼了。 ’我看到墙
上挂着崭新的鸭绒袄，心里直发酸。 心
想，这哪是穿不完啊，这分明是舍不得
穿啊！ 临别时，我又把买棺材的钱交给
老人的亲戚，嘱咐他们给老人办后事时
一定要告诉我。 从潢川回郑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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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李鸿金老人去世了。我得知消息，连
夜从郑州赶回老家，把老人送上了山。 ”

仁心大爱洒向四方
在郑州打工多年的黄久生，看到老

家来郑打工人员虽多，但比较分散。 作
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等权
益受侵害的事情时有发生。 “能不能依
靠党组织的力量， 来维护农民工的权
益？ ”黄久生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

2004

年春天，在潢川县委及双柳树镇党委的
支持下，“中共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
党支部”成立，黄久生被任命为支部书
记。 支部成立后，散居在郑州市的

56

名
柳树镇的农民工党员回到了“娘家”，支
部现在建有

2

个党小组，

10

多个“流动党
员之家”。

10

多年来，在黄久生的带领下，

农民工党支部为大伙儿解决了一个又一
个困难。仅讨薪一项，就为上千农民工讨
回

3000

多万元。通过这个党支部找到工
作走上致富路的农民工就有

1

万多人。

他们不仅为城市作出了贡献， 每年还为
家乡带回

2

亿元的劳务收入。

除了义务照顾赡养数百位老人，带
领农民工走上致富路外，黄久生还将爱
心洒向了社会，以实际行动带动农民工
党员为社会做贡献。黄久生先后为信阳
白血病患儿小黄冠、 息县血癌少年陈
辉、白血病患者、茶叶妹妹程静雯、潢川
县白店一家三人都得癌症的周慧等多
人捐款

17

万元。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先后捐款

15

万元，而他缴纳的
5

万元“特殊党费”，也成为河南省首笔农
民工党员缴纳的“特殊党费”。

2009

年
5

月，双柳树镇李楼村胃癌患者曹芳和邱

围村
11

岁淋巴癌少年邱炳东在河南省
肿瘤医院因无钱医治陷入困境，黄久生
听说后马上到医院给两人各送了

1

万
元。

2011

年，他又给商城县达权店镇两
岁半的白血病患儿曹灵汇去

1

万元。黄
久生累计给信阳市和潢川县工会组织
的金秋助学捐款

8

万元，并帮助
24

名
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2013

年，黄久生
10

万元“义买”爱心面馆，在郑州上演了
“全城吃面”的故事，帮助身患骨癌的面
馆老板李刚渡过难关。

累计捐款
900

多万元树标杆
跟富豪比起来， 黄久生并不算富

有。 最初每年只有一二十万元的收入，

随着技术和人品越来越被大家认可，他
接到的活儿渐渐多起来，收入也逐年增
加。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劳动所得都
揣在自己口袋里，而是将这些年挣来的
绝大部分钱用到了回报家乡和爱心事
业上。

20

多年来，黄久生先后为家乡和
社会累计捐款

900

多万元。

黄久生的赤诚和善举，赢得了很高
的社会赞誉。

2013

年
8

月
27

日《人民
日报》这样评价他：从小吃“百家饭”长
大的黄久生，致富不忘本，常怀报恩心。

他是
700

多位鳏寡孤独老人共同的“儿
子”，为他们养老送终；他是家乡永不缺
位的“主人”，先后为援建家乡小学、修
路、购置医疗设备等捐资；他是那些遭
遇困难陌生人的“兄弟”，无数次默默为
贫病者慷慨解囊。黄久生的仁心大爱温
暖社会， 点亮了一盏精神世界的明灯，

无愧于道德模范的称号。黄久生生动诠
释了利他精神的内涵，树立了一种道德
境界的标杆，必将鼓舞更多的人把助人
当作快乐，把奉献作为幸福。

黄久生始终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永远
都是那个从晏岗村走出来的农村娃，永远
都是那个叫“黄久生”的农民工。他说：“我
要永远以农民工的姿态，以积极向上的姿
态，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人。我要带
领、团结更多的农民工兄弟跟党走，听党
话，作出我们农民工应有的贡献。 ”

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人
———记全国道德模范黄久生
本报记者黄颖

黄久生（中）看望“久生”敬老院的老人。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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