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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支部，做农民工“领头雁”

手下的农民工越来越多，

黄久生开始计划给农民工培
训各种技术，“用传、帮、带的
形式，让大家都吃上技术饭”，

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建筑行
业的能工巧匠，实现了“培训
一个、脱贫一家、带动一片”，

带出了一支技术强、本领高、

善打硬仗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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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万
多名潢川农民工在郑州的职
工之家， 黄久生被任命为支
部书记。支部成立后，散居在
郑州市的

56

名双柳树镇的
农民工党员回到了“娘家”，

在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有
建筑工人、保安员、保洁员、

驾驶员。 该支部现有
2

个党

小组，

10

多个“流动党员之
家”， 每年都有

10

多名入党
积极分子递交入党申请书，

平均每年吸收新党员
2

名至
3

名。

黄久生采取多种灵活的
方式开展党员活动。 每逢党
的重要会议、 决策及重大节
日时， 他先用手机短信把学
习的内容群发给每个党员，

然后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再
由这些党员向各自施工工地
上的农民工们进行传达。

10

多年来， 在黄久生的带领
下， 农民工党支部的作用被
充分发挥， 仅讨薪一项，就
为上千农民工讨回

3000

多
万元。这个基层党组织，不仅
成为流动党员的“家园”，更
成为农民工心中的“灯塔”。

昨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黄久生激动地说，作为一
名基层农民工党员，能先后当
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和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这一切离不开家
乡父老乡情的养育之恩，更离
不开党和国家的富民好政策，

是多年来各级党组织的关心
和培养，才使自己成长为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

黄久生表示，“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不
仅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更是
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今后，继
续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入党誓言，继续以支部
为“桥梁”，充分发挥党员“领
头雁”的作用，以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 默默
地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

继续努力， 带动更多农民工
脱贫奔小康。

不辜负党和群众期望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久生

淳朴民风，让他树报恩宏志

黄久生，

1965

年出生于潢川县双柳树镇晏岗村。

1971

年冬
季，黄久生的母亲去世，留下了

6

岁的黄久生，还有
4

岁的妹妹
和

2

岁的弟弟。 父亲靠走街串巷修锅补盆维持生计。 每天天不
亮，黄久生就早早起床，打扫院落，照顾妹妹。到村边的水井旁打
水时，由于他力气小，提不动满满一桶水，就常常得到周围叔叔
伯伯们的帮助。 提起这些小小的帮助，至今黄久生仍感激不尽。

吕大妈家有
7

口人，那时候谁家也都不富裕，但是她无论吃
什么东西，都会想着这家孩子。 有一年春节，吕大妈家换了些白
面，做了一共

20

个饺子，既要想着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思前想
后最后给黄久生端去了

5

个。 黄久生兄妹平生第一次吃到鲜美
的饺子：“我到现在还记得饺子是白菜豆腐馅的， 她自己家都不
够吃，还能给我们，纯粹是把我们当自己孩子看了。 ”

每到冬天，乡亲们总是牵挂着这家里的苦命的孩子。有的送
来了一件棉袄，有的送来了一条棉裤，有的送来了一双鞋子，有
的送来了一顶帽子……乡亲们送来的衣服不仅温暖着孩子的身
体，更温暖了孩子幼小的心，给黄久生贫穷的童年带来了一丝温
暖，“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家家户户都穷，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从
牙缝里省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长大要报恩”。

黄久生说，三四十年过去了，但帮过他的人的名字，甚至走
路的样子、当时的容貌他都记在脑子里，常常想起，想着该怎样
报答他们。

技术过硬，两项工程问鼎鲁班奖

“乡亲们的恩情我一辈
子也忘不了啊， 我总想挣钱
报答大家。 ”

1983

年， 黄久生背上行
囊，告别了乡亲，只身来到郑
州。 他踏实干、勤奋学，搬砖
提灰总是注意放到师傅最顺
手的地方， 得空就向师傅请
教， 还买来与建筑相关的书
籍自己学习。慢慢地，他从小
工到组长、班长、队长，一直
做到了中建七局第一建筑公
司郑州分公司的项目经理，

成为了建筑行业内一名技术
过硬的行家里手。

他的“过硬”不仅体现在
施工过程，也体现在使用的建
筑材料上。

30

多年来，黄久
生的工地上使用的大沙，都是
来自信阳河里的纯净沙，每方
要

180

元，价格是市面上土泥

沙的
3

倍。 很多人劝黄久生，

差价这么大，没必要非用信阳
河沙。黄久生回答：“咱是乡下
人，实诚人，咱还是靠诚信、诚
实赢得别人的信任好，其他说
啥都没用！ ”

1997

年， 他带领自己的
团队参与中建七局承建的新
郑卷烟厂联合厂房（技改二
期）主体部分工程施工。为了
创出高质量工程， 黄久生与
技术人员组织并跟班作业，

严格控制每道工序。 一天，砼
工班打的一根柱子有麻面，按
施工规范虽说得过去，但黄久
生坚决要求砸掉重打。 这一举
动深深教育了全体员工，大家
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和施工规
范认真工作，终于快速优质地
完成了施工任务，使该工程荣
获了

1999

年度国家最高质量

奖———鲁班奖。

在中建七局承建的合肥
市王小郢污水处理厂一期工
程施工中，工期紧、质量高、

任务重，曾一度告急，中建七
局调派以高标准、 严要求著
称的黄久生前往增援。黄久生
立即组织

200

多名熟练工人
赶往合肥，经过

4

个月的艰苦
奋战，圆满完成了氧化沟厌氧
池的施工任务，该项工程被评
为

2000

年度鲁班奖。

参与施工的工程有两项
问鼎鲁班奖， 他一下子成了
劳务届的名人。 从此，一块块
硬骨头等着他去啃， 一场场
硬战等着他去打。 在中建七
局承建的河南光彩大厦工程
的施工中，他再次大显身手，

该工程一举摘得国家优质工
程银质奖。

反哺乡亲，传递社会正能量

1986

年春节， 黄久生花
2000

多元钱买了衣服、鞋、核
桃、大枣等拉了整整一车，全
都送给了孤寡老人和需要帮
助的乡亲们。从那以后，每逢
过年过节， 黄久生都要回晏
岗村看望乡亲街邻。

随着反哺能力的增强，

他又将自己的爱心扩展到了
双柳树镇，

1996

年起， 全镇
700

位孤寡老人和五保、特
困、 伤残老人都会收到黄久
生送来的衣物、食品，还有现
金。

20

年从未间断过，黄久生
为此累计出资

400

多万元。

2008

年， 黄久生出资在双柳
树镇建了一家敬老院， 入院
的孤寡老人的生活费用除国

家政策补贴负担一部分外，

其余费用都是黄久生负责，

包括养老送终。一有时间，他
就回乡看望困难的老人，给
老人买药治病、过生日，亲手
给他们下厨做饭。 他把多年
来积蓄中的一大部分都用在
了这些老人身上， 被人誉为
“

700

名老人共同的儿子”。常
年受他资助的老人， 一提起
他的名字，都会眼含热泪。李
鸿金老人临终前拉着他的手
泣不成声：“活着你养我，病
了你花那么多钱为我治病，

我死前能见你一面， 也就安
心了……”

从小受过苦的黄久生，

看不惯别人受苦。

2016

年年

初， 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全
面展开，作为一名老党员，他
也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
力， 为施工的新郑具茨山精
准扶贫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他深知，大槐树村和柿
树行村两个贫困村的

520

多
户村民整体搬迁， 人离开了
贫瘠的土地后， 致富项目和
启动资金就成了大问题，尽
管有小额贷款的支持， 但尚
未转变传统观念的农民对借
贷依然顾虑重重。 黄久生懂
得乡亲们的心思， 就在搬迁
大会上， 当

260

万元现金整
整齐齐地摆满了主席台的时
候， 黄久生宣布每户资助
5000

元用于致富启动。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的

100

名优秀共产
党员、

10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300

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代表获得表彰， 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
久生被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全省共有

4

位。黄
久生是来自我市的唯一获此殊荣的代表。

“这些年来，我不管获得多少荣誉，多大荣誉，我都告诫自
己不能忘本，我至今还保留着老家

3

间破旧的土坯房，让它时
刻提醒我还是那个潢川县晏岗村出来的农村娃， 永远是一名
农民工党员。 ”

“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增光”，这是黄
久生

1998

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这份庄严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