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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兄弟和儿子
都不在了，大家借
给他们的救命钱，
我们还要接着还，
不能再把这些账
留给娃娃们哟！ ”

芒种前， 聊起家常时，62 岁的龚太春再次这样对妻子
说。

2015 年， 岚皋县大道河镇东坪村村民龚太春的弟
弟、儿子因借钱治病，欠下了 40 多万元债务。 兄弟和儿
子去世后，老两口郑重承诺，有生之年，一定要替弟弟和
儿子把债还清。 为了心中这份执着，老两口省吃俭用攒
钱，养鸡种菜增加收入，坚持每年一笔一笔偿还，力争早
一天还清债务。

紧急！ 半月借款 30 多万元

2015 年 3 月的一天， 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龚太春接
到医院电话， 在河南务工的弟弟龚太华突然罹患脑炎，
情况紧急。 放下电话的龚太春来不及多想，急忙拿上所
有积蓄赶到医院。 因病情严重，龚太春带来的积蓄仅几
天便花完了，还差 8 万。 无奈之下，只能向邻居、亲戚和
朋友借。好在龚太春平日里乐于助人、热情好客，很快便
凑齐了手术费。 但通过一周的救治，龚太华还是不幸离
开了人世，留下了年仅 7 岁的儿子和 8 万元债务。

2021 年 6 月，又一场灾难降临。 龚太春的儿子龚永
平在上海务工时突发癫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
半个月的治疗，龚永平也不幸离开人世。由于伤心过度，
龚太春几度昏厥，“我不能垮，我还有老母亲和两个上学
的孙子孙女啊！ ”他不断地告诉自己。

一周后，处理好儿子的后事，龚太春挨家挨户上门
道谢：“乡亲们，谢谢你们的关心。虽然我儿子没了，但是
你们放心，借你们的钱我一定拼尽全力还给你们”。

儿子龚永平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 有 30 多万元都
是周围的父老乡亲帮忙拼凑的。 你 5000 元、 她 1 万
元、 我 2 万元……一笔笔救命钱打进龚太春的账户，随
着余额不断增多，生的希望，也在全家人心里升腾。 “短
短半月借到 30 多万元，我做梦都没想到啊！ ”虽然事情
已经过去 4 年了，但当时借钱的细节，龚太春仍记得清
清楚楚———当时他隔房兄弟龚太双媳妇听说了此事，二
话不说把要给孩子准备上大学的钱取出来，连夜送到大
道河码头，交到了龚太春手上；亲戚要修房子，推迟时
间，把 2 万元先给他们应急……回想起众人伸援手的情
景，龚太春一次次老泪纵横，哽咽失声。

承诺！ 一分账不能赖

“人死账不烂，大家借给我弟弟和儿子的救命钱，一
分都不会赖，这些钱我们接着还！ ”龚太春、魏明芳老两
口给左邻右舍一一打去电话，郑重承诺。

老两口素来古道热肠、诚信友善，他们的为人，大家
再熟悉不过， 因此，9 年来， 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要过借
条，也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要过债，但老两口心里一直有
一本“明细账”。 每年过年前，他们都会按照借钱的先后
顺序，还上一笔债。

兄弟和儿子相继去世后，他们用低保金和平时打零
工的收入继续替兄弟和儿子还债。两人的低保和零工收
入加起来每月有 2800 元， 他们精打细算， 除去各种开
支，每年能存下 2 万元，全部用来还债。

“龚太芳，2 万，已还；龚太兰，5 万，已还……”账本

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着 2015 年和 2021 年以来
的借钱数目和还款情况。目前，除去医院报销的，老两口
已经替兄弟和儿子还了 25.3 万元。 龚太春说：“每还一
笔钱，心里就轻松一点。 ”

坚持！ 早一天还完心安

随着两口子年事渐高， 加之这些年因操劳落下病
根，老两口早日还清债务的心情也日益迫切，他们开启
了与时间“赛跑”的还债模式。 “我们都是马上 70 岁的人
了，心里很明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龚太春说，
“光靠攒低保和打零工还债是有限的， 我们要想方设法
增加收入。 ”为了还账，龚太春和妻子起早摸黑种地，农
闲时便打零工。他整合自家和流转的 5 亩土地，种茶、种
菜，还养猪、养鸡。

“还剩 14.7 万，争取 3 年还清吧，只有把账还完，我
才能心安。”日渐佝偻的龚太春不停地奔波劳碌着，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早日还清债，不能把账留给娃娃们，也不
能辜负乡亲们的信任。

“苦吗？ ”有人问他。 “不苦，这些年来，县上、镇上对
我们很关心，另外女儿也出了不少钱。我们有低保金，有
吃有穿有房。 我们就是心里憋着一股子劲，想多种点地
卖点菜、养点鸡和猪。我们每天多挣 1 元钱，就可以早一
天还清债。 ”龚太春说。

龚太春坚持替亡弟亡子还债， 用最质朴的行动，诠
释了比金子更可贵的东西———诚信。 人无信而不立，诚
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是公民的第二张
“身份证”，每个人都应守护好这张“诚信身份证”。 2024
年 10 月，龚太春被评为诚实守信“安康好人”，如今，他
正用他的坚持，诠释着诚信担当。

“不能把账留给娃娃们！ ”
———“安康好人”龚太春替亡弟亡子还债诠释诚信担当

通讯员 陈博

龚太春和妻子养鸡种菜以增收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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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陕西省公布首批“千万工程”示范村名单，恒口示
范区月河村成功入选。这一荣誉的取得，绝非偶然，是恒口示
范区统筹谋划、科学施策的结果，是月河村因地制宜、创新实
践的结晶。 2024 年 6 月，恒口示范区出台《关于学习运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工作方案》，围绕“和、美、富、强”目标，重点推进耕地保护、防
返贫监测、“党建引领·三治结合”、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
培育等五大任务。在这一系统性部署下，月河村创新“234”工
作法，以环境整治重塑乡村面貌，用产业融合激活发展动能，
靠治理创新培育文明乡风， 走出了一条 “桑荫水畔·月河人
家”的特色振兴之路。

仲夏时节，漫步月河村，粼粼波光映照着两岸整齐的民
居，葱郁的绿植点缀其间。白墙黛瓦的院落里，“五美庭院”的
木牌与彩绘文化墙相映成趣；百亩桑园中，套种的玉米苗正
迎风生长；孝义文化广场上，道德评议会中掌声此起彼伏。这
个由四村合并而成的特色村落，正以“环境蝶变、产业升级、
治理革新”的生动实践，谱写着“千万工程”的精彩篇章。

环境蝶变：从“面子美”到“里子靓”的升华

走进村民黄祖莲家，门前整洁的院落、窗明几净的居室
令人眼前一亮，屋后小菜园里，西红柿与黄瓜挂满枝头。 “从
前杂物乱堆，如今连废旧瓦罐都成了多肉植物的创意花盆。”
这样的变化，源自月河村“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
增绿化”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攻坚，该村实现住房
安全达标率、道路硬化率、生活垃圾清运率、卫生厕所普及率
“四个 100%”。 2 公里主干道变身绿荫长廊，69 户庭院完成
“微改造”， 曾经的垃圾堆积点下河口摇身变为网红打卡地。
按照《村容村貌提升建设实施方案》，村里打造了 5 面展现乡
愁记忆的文化墙，新建了孝义文化广场、标准化公厕，配备了
健身器材等设施， 让曾经的民生短板变成了如今的民生亮
点。

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村民观念的革新。 月河村构建“1+
3”环境治理体系，整合卫生检查团、志愿者服务队、公益岗保
洁员和护路员等力量，开展全域环境整治。 其中，“妈妈卫生
检查团”表现尤为突出，这支由女干部、退休村干部和妇女代
表组成的队伍，每周五定期开展“五美庭院”评比，通过宣传
引导、检查评比、关爱互助等举措，带动全村共同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真正实现“家里门外净起来、房前屋后绿起来、庭院
环境美起来”。 其中，村民李云胜家就是典型代表。 该户因长
期保持庭院整洁、严格践行垃圾分类、积极参与绿化维护，获
评省级“五美庭院”示范户，并带动邻里争创示范。此外，随着
“户分类投放、村集中收集、镇统一处理”的垃圾清运机制落
地见效，月河村环境整治步入良性循环：村级、市级“五美庭
院”挂牌率 80%以上，“小红旗”卫生评比覆盖家家户户，形成
了“家家争创示范、人人参与管护”的生动局面。

产业升级：从传统种养到多元融合的跨越

桑园里采桑人的欢声笑语， 村民骑车上班的清脆铃声，
共同奏响乡村振兴乐章。村民吕爱民家 200 亩高效桑园采用
“桑粮套种”模式，既养蚕又种甜玉米。 “一张蚕种收入 2000
多元，加上玉米还能多赚一些。”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使亩产值
突破 6000 元，带动 50 余户村民就近就业。山上，两个百头规
模养殖场年出栏牲畜超 100 头； 村里，69 户 40 个院落发展

“微田园”经济，种植时令果蔬，户均年增收 2000 元，形成“山
上牛羊、川道桑粮、庭院果蔬”的产业格局。

如今的月河村，已实现从传统农业到多元产业的全面升
级。 通过建立临时用工信息台账，与驻恒企业搭建劳务信息
共享平台，联动毛玩文创、精密制造等相关企业，吸纳本村
54 人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 4.5 万元。 立足传统蚕桑产业优
势，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村年综合收入突破 40 万元。此外，在
帮扶单位市残联支持下，民鹏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不
断扩大，目前正创建市级残疾人产业就业示范园区，带动脱
贫户和残疾人务工就业。 为拓宽就业渠道，该村积极组建生
活服务公司，为 16 至 70 岁有劳动能力且有务工意愿的村民
提供护工、上门厨师、家政保洁等技能培训，实现家门口灵活
就业。 同时，创新劳务合作模式，成立集体经济劳务公司，组
织 67 名本土能工巧匠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驻村第一书记胡
瑞芳算了一笔账：“这套产业发展组合拳，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13.2 万元分红， 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每户年均增收 1.7 万
元。 ”

治理革新：从“规约上墙”到“春风化雨”的转变

月河村村委会墙面上，80 字的《村规民约》格外醒目：热
爱家乡、建设祖国；自信自强、艰苦奋斗；遵纪守法、维护公德
……这不仅是写在墙上的规章制度，更是刻在村民心里的行
为准则。 通过创新“两说一商”机制，月河村将传统的村规民
约转化为村民自觉的行动指南，实现“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的生动局面。 在这里，“四议两公开”让村务透明化，“一约四
会”让治理规范化，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乡村治理的“主人
翁”。同时，在“321”基层治理模式的推动下，村“两委”联合驻
村工作队、网格员开展“周周访”活动，通过司法调解、道德劝
导、 行政协调的三方联动机制， 实现矛盾纠纷 100%就地化
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德治的春风浸润着月河的每一寸土地。沿河 1 公里长的
景观道上，孝义文化、“十抵制十提倡”的灯杆广告与田园风
光相映成趣；新修订的《红白理事会从简办事规定》明确“宴
席每桌标准不超 200 元，取消礼烟，随礼不超过 200 元”的标
准，大操大办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孝义文化广场上，每月定期
举办的“院落会”和“道德评议会”座无虚席，村民们讲述着身
边的孝义故事，感受着榜样的力量。 通过持续开展“勤俭自
强”“乐于助人”等八类道德模范评选，月河村已累计表彰 85
位先进典型，“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的评议机制蔚然成
风。 村支书李云义动情地说：“之前，我们村在外打工的李爱
清特意回乡照料患病婆婆， 还把一家老小都照料得妥妥当
当，这件事在村里传为佳话。 ”

夕阳西下，月河堤岸的路灯次第亮起。互助幸福院里，老
人们唱起花鼓戏；文化广场上，妇女们跳起广场舞；桑园深
处，村民在打理着庄稼。 这幅“和、美、富、强”的乡村画卷，正
是“千万工程”在月河村绽放的绚丽之花。

“我们不仅要让示范村美起来，更要让好经验活起来。 ”
恒口示范区农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月河村探索的“环境、
产业、治理协同推进”模式，将推动全区从“点上出彩”向“面
上开花”转变。在这里，乡村振兴既有“妈妈团”用脚步丈量出
的整洁巷道，也有红白理事会破旧立新的文明新风；既是桑
田间套种出的“金扁担”，更是文化墙上绘就的“精神粮仓”。
这片桑荫水畔的新风景，正在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图一：“妈妈卫生检查团”
助力人居环境蝶变。

图二：乡村小景。
图三： 道德评议会上村民

们讲述孝义故事， 感受榜样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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