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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为善 与人为便 烧掉 50多万元欠条

太康任正启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 （记者 马治卫） 太康县马
头镇任庄村村医任正启 ， 待病人如亲
人， 用脚步丈量任庄村周边的每寸土
地， 49 年来共烧掉 50 余万元欠条 。 2
月 25 日， 中国文明网发布消息： 任正
启荣登 2019 年 1 月 “助人为乐类 ”
“中国好人榜”。

任正启所在的行政村距县城约 30
多公里 ， 辖 6 个自然村 ， 村民居住分
散， 多以老年人为主。 任正启从医 49
年， 坚持对家庭困难的群众、 孤寡老人
看病免收医疗费。 有些村民一时拿不出
钱看病， 打下欠条， 甚至多年也未能还
上。 为免除那些欠账村民的后顾之忧，
任正启多年来共烧掉村民们因看病打下

的欠条， 共计有 50 余万元。
任庄村村民王清民兄弟 4 人， 他和

二弟都是残疾人 。 1991 年 ， 王清民的
父亲患了偏瘫， 在医院抢救后， 因家庭

拮据， 只好拉回家保守治疗。 任正启得
知这一情况后， 把王清民的父亲抬到了
诊所内， 免费治疗了 8 年， 一直到老人
去世。 三年后， 王清民得了和父亲同样
的病， 任正启又把他接到诊所。 经过一
段时间的精心治疗， 王清民除手有点震
颤外， 已基本康复。

近日， 任正启又来到王清民家给他
检查病。 “像这样坚持上门为我瞧病，
任正启已坚持 10 年多了 。” 王清民说
着， 热泪直流， “俺欠正启的医疗费条

子摞起来就有 2 尺多高啊！ 可正启为了
不让俺还钱， 竟把欠条给烧了！ 我们村
里 1800 多口人都得到过任医生的帮助，
他每年都会给村民减免医药费。”

“任医生看病有几种病人不收钱，
路远的、 特困户、 孤寡老人等看病分文
不取， 有时还要送路费。” 和任正启同
是一个行政村的八里庙村村民组组长王

克功说， “记得至少是 10 年前， 有一
次， 我到诊所还账， 可任医生的一句话
让我大吃一惊， ‘不用还了， 我把欠条

都烧掉了！’”
“烧掉村民给我打的这些欠条， 就

是想为乡亲们减轻点经济负担， 毕竟，
我的经济状况要好些 。 ” 任正启说 ，
“打记事起， 从医的爷爷和父亲就经常
教育我 ‘与人为善， 与人为便’。 所以
只要是困难人群， 我基本上都不收钱或
少收钱。”

几年前， 贾庄孤寡老人王昌纪一
直住在低矮简陋的房子里， 外墙未经粉
刷， 屋内除了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几

乎没有其他家具。
如今， 再见王昌纪， 他已住进任正

启刚建的居村联养点。
“在这住着比哪儿都强 ， 墙批得

白， 空调开着呜呜叫。 有大电视、 新被
子、 新褥子； 中午动荤， 一天三炒菜，
早晚加鸡蛋； 没事了， 几个老人坐在一
起聊个天， 在这住着可得劲。” 王昌纪
老人满意地说。

“一个房间两个人， 谁有个头疼发
热能及时给任医生报个信。” 76 岁的本

村孤寡老人贾瑞乾前些天感冒发烧， 手
上还打着吊针。 看护人员不时来照看，
询问体感。 虽然躺在床上， 但老人看上
去颇为精神。

“到居村联养点里 ， 有专业的护
理， 有同龄人相互聊天解闷， 每天晚上
还有看护人员值班， 不错！” 虽然还未
痊愈， 贾瑞乾老人显得很健谈。

任正启所建居村联养点 11 月底刚
刚建成运行， 到目前为止共入住 16 名
老人。

“来这儿住的都是困难户 ， 膝下
无儿无女 ， 也都年龄大了 ， 生活也不
容易 。 到明年开春 ， 我计划为他们建
一个花园式的联养点 ， 让他们颐养天
年。” 说起未来的计划， 任正启显得很
平静 ， “行医不就是行善吗 ， 能为这
些孤寡老人尽点绵薄之力 ， 心里感到
踏实。” ①9

������春运期间， 武昌客车车辆段周口运用车间组织检修人员利用临客停运时
机，采取拉网式检查、销号式整改的方法，加强春运客车整修，确保安全运营。

图一：检修人员在整修客车转向架。
图二：陈建民和陈晶是父子，二人在春运期间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一起整修

客车。
张永庆 摄

春天，我们播下希望
彭 飞

“布谷飞飞劝早耕 ， 舂锄扑扑
趁春晴 ”。 当前 ， 西南的麦区开始拔
节 ， 江淮麦区已经起身 ， 黄淮和华
北麦区即将返青 ， 正是加强田管 、
促进苗情转化的关键阶段 。 在这春
耕大忙由南向北渐次展开的时节 ，
俯下身去耕耘 ， 成了广袤大地上最
美的身影。

一年之计在于春 。 在山东枣庄
城头镇寨子村 ， 一场春雪还未停歇 ，
农民就已开挖畦沟准备播种土豆 ，
春耕备播渐起热潮 ； 在福建省长汀
县举河村 ， 一年一度的 “闹春田 ”
热闹非凡 ， 村民在上一年收成最好
的水田里奔跑 、 打转 ， 祈愿新的一
年五谷丰登 ； 在山东省平邑县后西
固村 ， 村民们犁地松土 ， 种下早春
萝卜 ， 期待又一场丰收 ； 在浙江省
嘉善县智果村 ， 农业技术人员利用
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 ， 在连栋大棚
里种植水培生菜 ， 长势喜人……春
华秋实 、 春种秋收 ， 每一位辛勤的
耕作者， 都不愿让脚步落在后面。

“春耕 、 夏耘 、 秋收 、 冬藏 ” ，
千百年来 ， 农民都在循环往复地唱
着这首 “四季歌 ”。 但如今 ， 时间已

经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维度 。 比如 ，
无人机植保被推广到越来越多农田 ，
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 农时变得更加
灵活 ； 恒温恒湿的科技大棚 ， 全年
常绿 、 四时如春 ， 让 “时令性果蔬 ”
不再稀缺 ； 自城市返乡的 “绿领 ” 、
成长于乡间的 “新型职业农民 ”， 为
农业生产带来全新的理念和要素 ，
产业化经营渐成气候……日前 ， 中
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 ， 继续聚焦
“三农 ” 工作 ， 部署发展 “硬任务 ”。
技术 、 人才 、 政策等资源聚合协同 、
优化组合 ， 如同源源不断的甘泉 ，
哺育了千里沃野 ， 也滋润着农民的
心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中国要
强 ， 农业必须强 ； 中国要美 ， 农村
必须美 ； 中国要富 ， 农民必须富 ” 。
中华文明发轫于土地 ， 在汗水的浇
灌下节节生长 ， 在与大自然的交互
磨砺中沉淀下勤劳 、 朴实 、 节俭的
品质和美德 ， 这是我们的本和根 ，
需要不断培厚 、 继续发扬 。 又是一
年春来到 ， 让我们同全国亿万农民
一道 ， 播下希望的种子 ， 在新的一
年继续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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