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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在血脉中的初心使命
———农民工黄久生连续 24年为家乡 700位孤寡老人办年货二三事

“咱们的久生回来了！ ”
1 月 17 日（农历腊月二十

三）上午，黄久生一下车，潢川
县双柳树镇久生光荣敬老院的

老人们就迎上前去， 拉着黄久
生的手嘘寒问暖， 簇拥着他向
院内走去。 黄久生随手拿起一
件崭新的羽绒服给胡龙成老人

穿上，又把肉送到他的手上。老
人激动地接过礼物， 幸福的笑
靥写满了脸庞。

雪后的天气十分清冷，但
潢川县双柳树镇久生光荣敬老

院内却人头攒动，暖意融融。在
敬老院内， 价值 35 万多元的
5600 斤猪肉 、35000 斤大米 、
700 套崭新的羽绒服， 整齐地
堆放在院内。 来自全镇的孤寡
老人们像过节一样， 穿戴得整
整齐齐，收拾得干干净净，早早
地来到敬老院大门前的路口，
迎候黄久生的到来。

这是黄久生自 1986 年以
来连续 34 年给他的老家晏岗
村孤寡老人办年货， 也是他自
1996 年以来连续 24 年为全镇
700 位孤寡老人办年货。

这位被人们称为 “700 位
老人共同的儿子” 的黄久生，6
岁失去母亲， 留下他和 4 岁的
妹妹、两岁的弟弟。 为了糊口，
父亲挑着修锅补盆的担子，常
年在外奔波， 十天半月难得回
来一次。虽然只有 6 岁，黄久生
就承担起了照顾妹妹、 弟弟的
任务。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了， 父亲只好把两岁的弟弟送
给了别人。

从此，黄久生就和妹妹相依
为命，洗衣、做饭、喂猪、拾粪样
样都干。做饭，黄久生个小，够不
着锅台， 就在脚下垫几块土坯；
缺粮食，天天都是一锅能照见人
影的稀米饭；没菜的时候，就把
生盐疙瘩放到稀饭里，有点咸味
好下咽。 一到下雨天，黄久生家
的草房不挡雨， 外边下大雨，屋
里下小雨，在把妹妹安置到亲戚
家后，黄久生就在稻草垛里扒一
个洞在里边凑合一宿。

黄久生兄妹生活上的困

窘， 乡亲们看在眼里， 挂在心
中。他们东家端来一碗米饭，西
家拿来一个窝头， 南院大婶送
来半瓶煤油， 北院大叔掂来一
件半新不旧的褂子。 特别是邻
居吕中秀大娘， 常常把自己种
的菜拔一些送给黄久生兄妹，
有时候甚至是把菜抄熟了，盛
上一碗送到家里。有一年春节，
吕大娘家换了一些白面， 一共
包了 20 个饺子， 既要想着老
的，又要照顾小的，思前想后，
她偷偷给黄久生兄妹送来了 5
个。 这是黄久生兄妹平生第一
次吃到鲜美的饺子。 回忆吕大
娘对他的好， 黄久生至今记忆
犹新。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
照顾黄久生兄妹的不光有相识

的， 也有不相识的； 既有本村

的，也有外村的。 上初一时，学
费一块八。家里没有钱，黄久生
只好走十几公里上山捡柴，再
挑到镇上卖给炸油条的， 炸油
条的见他肩膀上尽是血印子，
二话不说就收下了。 而且每送
一次人家就给他两毛钱， 有时
候还外加两根油条。 黄久生知
道， 那点柴火在那个年代根本
不值那么多钱，人家是同情他、
帮助他。

就是这不言不语中传递的

怜悯之情，默默无声中给予的滴
水之恩，让黄久生从小就深深地
感受到来自乡亲们的这份温暖

和深情，一点一滴都在他幼年的
心里播下了善良和感恩的种子。
每个帮助过他的人，他都暗暗记
着，总是想方设法报答。

一次， 黄久生看到经常给
自己送南瓜的李德珍奶奶，颠
个小脚到村头担水非常吃力，
他就趁夜晚给她家挑水。 那时
候黄久生还不到 12 岁， 力气
小，每次都担不了太多水，来回
要跑十几趟才能灌满水缸。 在
他第二次给李奶奶家担水时，
因为快没力气了， 水桶一下子
磕到缸沿上， 李奶奶忙跑出来
一看是黄久生， 一把把他抱在
怀里说，“柱子（乳名）呀，以后
再不能给我挑水了， 把背压驼
了，就说不上媳妇了。 ”

有一次， 老师让同学们以
《我的理想》为题目，写一篇作
文，同学们的理想都很远大，有
的想当科学家， 有的想当飞行
员，还有的想当官员。而黄久生
的理想则是当一名大货车司

机，多拉货、多赚钱，回报那些
给他衣穿、 给他饭吃的父老乡
亲。这篇充满真情实感的作文，
看哭了老师，得了全班最高分。

这种报恩的思想和意识，
随着被乡亲们帮助的越多而愈

发浓烈， 以至于成为黄久生人
生奋斗的目标。

有目标就有前进的方向，
17 岁那年，黄久生背着铺盖卷
走出大山北上郑州开始了自己

的打工生涯。
有 目 标 就 有 前 进 的 动

力 。 对刚刚出来打工的黄久
生 ， 无论是干什么都竭尽全
力。 在工地上用手推车运土，
当时体重不到 100 斤的黄久
生，一到下坡时，瘦小的身子骨
轻飘飘地被撅起来， 悬在半空
中。 后来，好心的工友怕他“出
事”，只让他负责上土。 他想咱
推车不行， 上土一定得比别人
上得快。别人上一车，他就拼尽
全力上一车半。即便是搬砖，他
也要把砖搬到师傅最顺手的地

方。由此，他是工地上最受欢迎
的搬砖小工。

虽然在郑州打工， 但黄久
生的内心时刻激荡着报恩的情

怀。前两年挣得少，春节前别的
工友都回去和家人团聚了，他
感到没脸回去， 听着万家团圆
的鞭炮声， 他独自一人在空旷
的工地上暗自垂泪。 直到第三

年春节前， 他把自己平时省吃
俭用积攒的 3000 元钱， 拿出
2000 多元给乡亲们买了衣服、
鞋子和水果，拉了整整一车，全
都送给了本村的孤寡老人和需

要帮助的人。 看着拿到礼物笑
得合不拢嘴的乡亲们， 黄久生
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从那以后， 逢年过节，黄
久生都要回到晏岗村看望乡

亲街邻。
以感恩乡亲为目标， 黄久

生苦干、实干加巧干，很快从小
工变成了大工， 从徒弟转身为
师傅。然而他并不满足，他买来
许多建筑方面的书籍， 一有时
间就认真研读。 凭着坚韧的毅
力和刻苦的钻研， 他系统地学
习了建筑专业的全部函授课

程，取得了大专文凭。
依靠精湛的技能和过硬的

专业知识，仅仅几年时间，黄久
生便从组长、班长、队长，最后
担任了中建七局一公司项目部

经理。
1996 年是黄久生给村里

人办年货的第 11 个年头。这年
春节，当黄久生回到家乡时，双
柳树镇领导带他去看望其他村

的一些孤寡老人、五保户、特困
户。寒冬季节，有的老人身上没
有棉衣；眼看过年了，有的家庭
没有买肉的钱。看到这些，他流
下了眼泪。 这一年， 他为全镇
680 户 （两年后增加到 700 多
户） 孤寡老人买了肉、 米和棉
衣，并成为此后他每年的惯例。
从开始的每次 2000 元、2 万元
到后来每次 8 万元 、20 多万
元，黄久生这一做就是 34 年。

除了春节外， 每年重阳节
前后， 黄久生再忙也要抽时间
回来看望老人们， 带领老人们
到信阳、郑州旅游、购物。 为了
更好地赡养老人，2008 年黄久
生出资 200 多万元建起了敬老
院， 除国家给的补贴外， 全镇
700 多位孤寡老人的养老送终

他全包了。
现在的孤寡老人们吃穿不

愁，但不少人没坐过飞机，没到
过北京。为圆老人们的梦想，去
年 10 月 26 日，黄久生出资 20
多万元，带着 40 位“父母”们从
敬老院出发，到武汉坐飞机飞往
北京，游览了故宫，瞻仰了毛主
席纪念堂等著名景点。在天安门
广场， 老人们一边挥动小红旗，
一边高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每个老人们的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几十年的赡养和牵挂，已
使黄久生和这些老人们情同亲

人。 每当黄久生回到敬老院，老
人们那个亲热劲都让他感动不

已。103岁的刘传江老人拉着他
的手像小孩子一样跳来跳去，
吕中秀大娘逮住自家养的土鸡

硬要他带回郑州， 宋时贵老人
拉着他的手非让我吃他做的拿

手好菜。 人们都说黄久生是那
“700 位老人共同的儿子。 ”

黄久生感恩乡亲并不满足

于赡养家乡的孤寡老人， 他建
希望小学， 为夏楼村民组安装
自来水， 为家乡修桥修路捐款
达 1000 多万元。自 2016 年起，
他还在镇上设立助学金， 每年
向优秀学生颁奖， 对优秀教师

进行奖励， 并对贫困大学生进
行资助， 先后资助 122 名大学
生完成学业。

黄 久 生 的 家 乡 地 少 人

多 ，致富门路少 。 他深知 ，要
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仅
靠“输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把这些富裕劳动力转移出去，
实现“造血”才是从根本上拔掉
穷根的治本之策。 黄久生找到
小时候的伙伴们说，“咱们都到
郑州打工，有钱大家一起赚。只
要大家好好干， 就一定能干出
个名堂。 ”

干的工程多了，农民工手
里的钱也多了。 黄久生带出来
的弟兄们陆陆续续在家里盖

上了新楼房。 而当这些造型别
致的楼房成为家乡的道道风

景和新的乡愁，找黄久生要活
干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晏岗村
扩展到双柳树镇、 潢川县，直
到周边几个县的农民都来找

他。 而黄久生的建筑团队也从
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发展
到现在的 15000 多人 ， 其中
4800 多人是来自家乡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他们每年为家乡
带回 5 亿多元劳务收入，黄久
生成为大别山区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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