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A2014年1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小勇 首席校对／江华 首席组版／庆岗

今日关注

昨日中午，汝阳县小店镇胡村，70
岁的村民胡书堂正在院子里晒太阳，
陈武现走进去时，胡书堂和家人有点
意外，接过陈武现的信封，他们还不知
道是咋回事。

原来，信封中装的是陈武现在
1999年欠胡书堂的工钱。信封上写着
欠胡书堂的工钱明细：总工59天，日
工资15元，合计885元，已付385元，
欠500元。“多年前的事了，都想不起
来了。”胡书堂说。

看到陈武现还钱，邻居们都开玩
笑：“现在回来还钱了，是不是这两年
挣到钱了？”

村民胡金柱说，当时，那些钱虽然
不是小数目，但他和胡书堂都跟陈武
现是亲戚，知道陈武现也难，他们相
信那些钱跑不了。

□记者 寇玺 牛鹏远/文 杜武/图

11日，本报以《洛阳人朱晓峰，近千
公里外寻人还钱》为题，报道了洛阳人朱
晓峰，辗转寻找余姚人姜建华，想归还
他10多年前在洛投资款的事情。朱晓
峰有情有义的行为让姜建华的妻子叶
红萍颇为感动，昨日下午，她和儿子姜
涛赶来洛阳，想当面感谢这个10多年
没见的大姐。

昨日中午，叶红萍和姜涛先搭乘飞
机到达新郑国际机场，随后乘坐机场大
巴来洛阳。16时40分，朱晓峰和爱人
沙先生就赶到牡丹广场的机场大巴终点
站，急切地盼着老朋友的到来。

在赶来接叶红萍前，朱晓峰一直
在家忙活，糖醋排骨、炸带鱼等一桌
她的拿手好菜已经做好，考虑到南方
人的饮食习惯，她还提前焖好了米
饭，给远道而来的叶红萍和姜涛接风
洗尘。

不多时，一辆机场大巴驶来停下，朱
晓峰激动地赶忙跑过去，向打开的车门
张望，嘴里念叨着：“我看看，肯定还能认
出她。”

几乎是同时，从车上走下来的叶红
萍和车门口的朱晓峰都认出了对方，
喊出对方的名字后，俩人紧紧拥抱在
一起。

在去朱晓峰家的路上，叶红萍看着
曾熟悉的洛阳，有些认不出来，感慨10
多年里洛阳发生的巨变。

到朱晓峰家后，她拿出早已给叶红
萍母子俩备好的拖鞋、洗漱用品，又跑进
厨房忙活起来。

在朱晓峰忙活的间隙，我们和叶
红萍聊了起来。“儿子专门请了假，
我带他来看看大姐，当面谢谢她。”
叶红萍说，她和朱晓峰联系上后一夜
未眠，没有想到十几年前的投资款还
有归还的可能，更没想到洛阳还有人
一直惦记着他们，朱晓峰的情义让她
感动。

这次，叶红萍虽然按朱晓峰的要求，
已开具了结婚证明和姜建华的去世证
明，但因为缺相关票据，她并不确定能否
拿回曾经的投资款。

15年前创业受挫欠下2万多元工钱，多年来一直无力偿还；现在刚拿到创业挣的
第一笔钱后，他挨家挨户将钱送到乡亲们手中

诚信农民陈武现 日子再苦也要还钱

姜建华妻儿来洛
当面感谢朱晓峰
因缺相关票据，投资款是否能
拿回现在还不确定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杜天伦/文
记者 张斌/图

昨日上午，在外打工多年的陈
武现带着保存了15年的账本，揣着
早已准备好的约2万元现金，回到
汝阳县小店镇的老家，挨家挨户将
拖欠了15年的工钱送到了乡亲们
手中。

2013年，陈武现再次干回老本
行，专门承接干挂石材工程。“这次
是我创业以来第一次挣钱，到现
在，除了没拿到手的工程款，我攒
了2万多元钱。”陈武现说，他拿到
钱后，首先想到的是赶紧把乡亲们
的钱还了。

1月6日，陈武现回家找出由母
亲保管的账本，上面记录着他欠的
钱及偿还记录。经过计算，陈武现
还欠60个人共计19982.6元钱。

随后，他将每个债主的工时、欠
款、支付记录、剩余欠款标明后，将
钱装入信封，写上名字，准备一一送
上门，胡书堂和胡金柱就是其中两

个债主。胡金柱说，附近在外干工
程的，欠钱的不少，像陈武现这样一
直记着并主动还钱的，他是第一个。

陈武现说，他知道农村人外出
挣钱不容易，这些年来，欠的工钱就
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座大山，如今终
于能将钱还清了，心终于能安定下
来了。

昨日上午，陈武现一共送了5
家，他表示，不管远近，他都要把钱
送到人家家里。

洛阳晚报记者离开时，陈武现
还在问路，找债主们还钱，他说：“把
钱还清后，希望能再挣点钱把房子
盖好，让母亲搬进温暖的新房。”

有人找陈武现要钱时，陈武现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放心，欠你
的钱我肯定会还，不还清，我家的房
子就不翻建。

陈武现一直将这个承诺记在心
头，也正是这个承诺，让他重新站了
起来。从2004年开始，他陆续承包
了几个工程，但都没挣到钱。后来，
他开始摆小摊卖菜、卖茶叶、卖水
果、卖月饼，到快递公司送快递。“那
几年，我干过很多工作，都是出力

活，挣不到钱。”陈武现说。
2008年，陈武现结婚，第二年

有了孩子。“结婚的钱是妻子拿的，
这么多年，我没有给她买过一件首
饰。”陈武现说，打工只能维持家里的
日常开销，婚后的日子过得更紧张。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欠
乡亲们的钱，每次买东西时，总会
想起欠款。打工的日子，让他清
楚地意识到，想还清欠款，就一定
要创业。

“那次创业失败后，我觉得没脸
见村里人，一直在外漂泊，靠打零工
为生。”陈武现说，1999年到2002
年，除了2001年父亲去世时他回去
了，平常很少回家。

同村人知道陈武现家的情况：
1997年建的房子，因为没钱一直没
盖房顶，直到2010年获得政府补贴
后才盖了房顶。多年来，他的母亲
冬天住在地下室，夏天住在四面透
风的房间内，他家只有一张用木板
拼接起来的床，没有一件电器。

“村里有人去他家问过，看到他
家的情况后，大家也就没有再追要，
一些三番五次来要钱的，都是外村
跟着陈武现打工的人。”陈武现的邻
居们说。

“那3年间，有人催得紧了，父
母就卖点粮食，把钱还给人家，哥哥
手里有钱了，也替我还点。”陈武现
说，乡亲们都是他带出去的，挣的都
是血汗钱，那些欠款不仅粉碎了他
的致富梦，而且成为压在他心头的
负担与责任。

承诺：日子过得再苦，也要把工钱还了

愿望：还清欠款后，挣钱让母亲搬进新房

无奈：父母卖粮，替儿还债

这些欠款是咋回事？这还要从陈
武现年轻时的一次创业说起。

陈武现是汝阳县小店镇赵村的村
民，今年38岁，在外打工有20多年
了。“我家算是村里的贫困户，全家靠
几亩薄田生活。”陈武现说，他14岁初
中辍学后，便到汝州、偃师等地的砖
厂、煤球厂、煤窑打零工。

后来，陈武现接触到建筑行业，开
始当粉刷墙壁的小工。1998年，22岁的
陈武现揣着攒了一个季度的400元工
钱，和周边几个村子一二十个村民到登
封、洛阳市区承包粉刷工程创业。

从1998年年底到1999年春，陈
武现同时承包了3个工程。“工程完工
后，一个工程因质量原因被罚款1.2
万元，一个工程老板欠下1.5万元跑
了。”陈武现说，他用身上的钱结算了
一些工钱后，还欠70多人共计2万多
元的工钱，其中最少的欠87元，最多
的欠813元。

意外：村民们突然拿到
15年前欠的工钱

创业：欠下乡亲们2万
多元工钱

终于见面啦！（从左至右分别为姜
涛、叶红萍、朱晓峰和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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