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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 难难 也也 不不 能能 丢丢 掉掉 信信 用用 ””
丈丈夫夫病病逝逝欠欠下下 447700万万元元外外债债 她她 66年年还还了了 221100万万元元

记者 杨迁伟 孙妙鸿 通讯员 白堇

丈夫病逝，她扛起破碎的家和巨额外债

“搞承包做种植这些活都是我丈夫一个人在做，我就是
一个农村妇女。 ”张冬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一儿一
女，丈夫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而她则全心全意地照料孩子
和家务，每当村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时，她的心里也充满了
骄傲。 然而，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2017 年 5 月的一天，张冬明的丈夫突发疾病，被诊断出
肝癌晚期。 为了治疗，她带着丈夫四处求医，但病魔并没有
因此而放过她丈夫。

2018 年初，张冬明的丈夫终究还是离她而去，留下了上
大学的儿子、刚满周岁的女儿、年迈的公公和一个账本。 那
一刻，张冬明感觉天塌了下来，未来的路一片迷茫。

张冬明的丈夫生前在平利县城关镇附近的山上承包了
2000 亩山地，发展核桃、玉米、魔芋种植和牛羊养殖等产业，
并带着村民一起增收致富。 十余年来，丈夫用勤劳的双手和
诚信经营，把产业园发展得越来越好，每当资金周转不开的
时候，村民们都愿意借钱给他，他的诚信也赢得了村民们的
信任和支持。 为了园区进一步发展，他先后欠下高达 470 万
元的债务。

“他走的时候交给我一个账本，我才知道外面有几百万
元的欠债，当时想着哪还有明天啊。 ”张冬明回忆说。

一直忙于照顾家庭的张冬明， 对丈夫产业园的经营和
管理从未参与，丈夫的突然离世，如同晴天霹雳，加上还有
这么一大笔欠款没有偿还， 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困境中。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张冬明没有时间悲伤。 产业园的经
营、工人的工资……一堆事等着她做决定。

“怎么办？ ”回想当时的情景，张冬明说自己也想过放
弃。 “想死的心都有，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走了，这么小的
女儿是交给她叔叔带呢，还是交给她小姨？ ”

虽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但她深知这些债务不仅仅是
一种负担，更是一份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承诺，张冬明就在心
里暗暗下决心“他的账，我来还”！

挣一点还一点，再难也要咬牙坚持

只有小学文化的张冬明首先面临的就是各种质疑。
“这钱是她丈夫借的，她要是不认账怎么办？ ”“我们还

是趁早换地方，不然白干活拿不到工资。 ”“她要是跑了，我

们的钱就打水漂了。 ”听闻丈夫的死讯，园区工人和债主们
都担心起来。

其中有一位债主， 在张冬明的丈夫下葬后的第三天就
找上门。 “我前两年借给别人一笔钱，结果他出意外了，家人
也不认账。 ”有过前车之鉴，李林（化名）虽然已经做好了最
坏的打算，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来看看能不能得到解决。

张冬明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便在这张 4 万余元的欠条
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紧接着，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来了，之前丈夫贷了 230 万
元的贷款已经到期，连本带息要还 260 多万元。

看着张冬明家的现状，经过多方评估商议，最终信用社
答应让张冬明先想办法把钱还上，然后以张冬明的名义，重
新申请贷款。 担保协议上同时签上了丈夫表姐刘远平和张
冬明儿子的名字。

旧账未了，又添新债。 为偿还利息，张冬明向做生意的
余光荣借了 30 万元，并承诺年底前一定还上。

催债的村民接踵而至，有的人一天一个电话地催。 还有
老板趁机压价想买产业园，亲戚朋友也劝她卖掉，还有人劝
她跑路，都被张冬明拒绝了。

“那是我丈夫十几年的心血，也是我的精神寄托，园子
在， 我总有一天可以把债还清， 园子要是没了， 拿什么还
债。 ”对张冬明来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何况欠的
还都是乡里乡亲的钱。

张冬明先把产业园里可以出栏的猪和牛卖掉， 结清了
拖欠工人的工资。 然后根据丈夫生前留下的账本记录，一家
一家上门说明情况， 要么在原有的欠条上补签上自己的名
字，要么用自己的名字重新打借条，请求他们先宽限一段时
日，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将钱还上。

“也有债主发信息安慰我，让我把孩子照顾好，钱的事
不用着急。 ”这让张冬明更加坚定。

自此，张冬明带着女儿住进了山上的产业园，一切从零
开始。

报以真诚心，还债路上的收获

每天天不亮，张冬明便起床，带着女儿一起和工人下地
干活，去单位谈事情也带着女儿，有时候还没说几句话，女
儿在那哇哇大哭。

已退休的刘远平，看到张冬明如此艰辛，实在有些不忍
心，便也搬到山上住，帮张冬明出主意、跑部门、办手续。 “我

表弟走之前专门找过我一次，说
张冬明什么都不懂，让我以后一
定要帮她一把，让他们母子三个
有口饭吃。 ”

产业园在张冬明的努力下，
又正常运转起来，种植的核桃树
也开始挂果。本以为一切都在向
好的方向发展，没想到还没到成
熟季， 满枝头的幼果开始掉落。
见此情形，张冬明急了，跑到平
利县农业农村局寻求帮助。

县农业局派技术员到产业
园指导，张冬明这才知道，核桃
种植除了基本的施肥、病虫害防
治外，还需要拉枝、疏果、排水、
控制肥料配比之类的技术。

随后，县农业局根据鼓励支
持市级园区建设政策，帮张冬明
将信用社剩余的 207 万元贷款
转为政府贴息贷款。有了政府的
帮助，张冬明对产业园的发展更
有信心了。 她开始查阅书籍资
料、上网、参加培训等不断地提
升学习。 不到一年时间，她已经
可以独自应对园区的各项事宜。

“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她
就将欠我的 30 万元还清了，说
实话，当初还真担心她一时半会
儿还不了。 ”余光荣说。

2018 年底，产业园的千亩核桃丰收了，生态猪养殖也进
展得很顺利，盈利了 50 多万元，张冬明全部拿去还了债，过
年都没给儿女买一件新衣服。

从一开始对经营一窍不通， 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
跟着她干。 张冬明依然省吃俭用，所有收入盈利第一时间用
来还债。

“还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没还，我心里都有数。 ”6 年
来，张冬明一笔一笔偿还，先后还了 210 万元。 每还上一笔
钱，张冬明都会拿着收回的欠条到丈夫坟前烧掉。

前不久，在园区放羊的一个工人找到她，说家里老人生
病急需用钱。 由于上半年园区还没有什么收入，张冬明就找
到之前借过钱的村民王丽坤，借来 2 万元给这个工人。

“之前借他的钱也还了，他觉得我守信用，也放心。 ”没
过几天， 张冬明就把刚刚到账的白山羊保种钱还给了王丽
坤。 也因此，每当张冬明有困难时，很多村民还是愿意再次
借钱给她。

受张冬明的影响，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子，虽然工资
不高却尽力帮助家里，跟母亲一起还债。

随着园区效益的提升， 带动了一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公司先后获得“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市级龙头
企业”等称号。 张冬明也被评为诚实守信类“陕西好人”“陕
西省道德模范”。 在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上，作
为模范代表受到省委书记赵一德的亲切接见。

“别人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再难也不能丢掉信
用。 ”张冬明觉得今后的债还可以还得更快些。

1947 年上半年，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
略反攻阶段。 解放军太岳兵团四纵十二旅于
8 月下旬渡过黄河，9 月下旬挺进陕南。 11 月
12 日，十二旅三十四团解放了鄂陕交界要冲
山阳县漫川关和湖北郧西上津镇 ，11 月 13
日成立了上关县民主政府。 随着解放区不断
扩大，辖鄂陕旬阳、山阳、郧西部分地区。

1948 年 3 月，中共上关县委派武工队解
放了旬阳县蜀河地区，组建了蜀河区民主政
府。 不久，中共鄂陕第四地委、军分区和十二
旅为巩固和扩大陕南根据地， 决定发动旬
（阳）白（河）战役。 十二旅集中三十四团、三
十五团和郧白、上关独立团于 4 月 １ 日解放
了白河县城。 接着，兵分两路，三十四团和郧
白独立团沿汉江直指旬阳县城；三十五团和
上关独立团迂回到旬阳县城北赵家湾 、甘
溪、白柳一带。 4 月 11 日，三十四团先头部队
在棕溪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带子会”后，于次
日晚抵达旬阳县城近郊。 与此同时，三十五
团、 上关独立团解放旬阳北部广大地区后，
也迂回到旬阳城北。 如此阵势，吓得旬阳守

敌提前逃往城西 30 里外的黑山以及汉江以
南的吕河一带，企图据险待援。 4 月 13 日，人
民解放军兵不血刃进驻旬阳县城。 旬阳县城
第一次解放。 这时，全县十个区，除吕河、神
河、赤岩、小河四个区外，其余六个区均获解
放。 4 月 15 日，中共旬阳县委和旬阳县人民
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4 月 19 日晚，在广大人
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黑
山寨，20 日凌晨发起进攻，经激烈战斗，基本
消灭了旬阳县境的大股敌军。

1948 年 4 月 25 日，解放军驻旬阳县各部
队主动撤出县城，在棕溪、蜀河一带进行休整。
5月初，奉命东下参加宛西、襄樊战役。 部队东
调后，国民党军随机进行大规模反扑，旬阳县
城及北部解放区又被敌军占领。 为适应形势的
变化，旬阳县民主政府暂时被撤销。

由于敌军不断向东进逼，地主反动武装
大肆骚扰，1948 年 8 月 25 日，上关县民主政
府撤离蜀河，转移到郧西境内。 蜀河、双河等
区政府机关干部、 区干队和部分农会干部、
民兵也一并转移，在“区不离区”的原则下，

成立了两个游击大队， 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至此，旬阳县大部分地区沦为敌占区。

1949 年 7 月 13 日，解放军解放了蜀河、
双河 、棕溪 、神河 、赤岩和昌河 （一部分 ）地
区。 8 月 10 日，旬阳县委和县政府迁回蜀河。

牛蹄岭战役胜利之后 ， 国民党旬阳自
卫团团长段西屏感到形势严峻， 遂在 1949
年 8 月至 9 月， 通过地下党叶德喜与安康
军分区取得联系，并派人到蜀河进行谈判，
商谈起义工作。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旬阳， 促进了国民党旬
阳自卫团弃暗投明的决心 。 在 11 月 25 日
人民解放军五十七师再次西进之时 ， 正式
宣布起义，旬阳宣告和平解放。 27 日，旬阳
县委书记兼县长刘乃因率县委、 县政府干
部从蜀河镇进驻县城， 领导全县人民开展
支前和生产救灾等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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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云青 刘慧 ）
“谢谢你们！ 这么大热天来看我，政府
政策是真好啊， 让我们这些残疾人生
活有了依靠。 ”白河县茅坪镇朝阳村一
组困难群众柴敦词享受到了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代缴费政策， 一脸高兴地对
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 ，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白河县人社
局坚持人民至上 ，主动作为 ，围绕困
难群体代缴费政策， 采取 “线上+线
下 ”方式 ，通过微信公众号 、短视频 、
“人社工作进园区，社保服务进万家 ”
活动等形式广泛开展代缴政策宣传 。
同时积极与民政、乡村振兴、残联 、税
务等部门沟通协调 ，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 ，获取最新相关人员信息 ，加强数

据比对，精准做好代缴人员身份变化
认定和标识等工作 ；对符合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 、 特困人
员、返贫致贫人口由政府为其代缴 50
元养老保险费 ，对重度残疾人由省级
财政为其代缴 100 元养老保险费 ，确
保符合条件人员 “应保尽保 、应代尽
代，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据悉，截至目前，白河县已为 5805
名困难群众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369850 元，代缴率 100%。 在今后的工
作中， 白河县将持续做好特殊困难群
体社会帮扶， 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众的
社会保障水平， 充分发挥城居保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
民福祉等作用，真正实现“困有所扶 、
老有所养”。

白河为 5805名困难群众
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初秋时节，安康的乡野田间，绿色中透着一片金黄，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8 月 29 日，在平利县城关镇普济寺村徐家沟生态种养业家庭农场，张冬明顶着烈日，正在晾晒玉米棒子。
“今年种了 400 亩地的玉米，这才收了 30 多亩，还得一个多月才能收完。 去年天气不凑巧，一直下雨，玉米

都烂掉了。 ”看着最近持续晴好的天气，张冬明一边擦拭额头的汗水，一边高兴地说，园区每年都会种植玉米，
随着种子的选育和种植技术的提高，玉米一年比一年收成好。

“收完玉米，就该收花生了，然后杀猪、宰牛羊，年底就又能还上几笔账了。 ”放下手里的活，张冬明的眉宇
间流露出一股子农村妇女特有的坚韧和淳朴。

2018 年，面对丈夫留下的 470 万元巨额债务，张冬明没有退缩，毅然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坚持替夫还债。
6 年来，她一点一点偿还，先后还了 2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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