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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圆梦·“百年梦圆看百村”回访

▲2020年8月20日，《商丘日报》刊发了
“百年梦圆看百村”大型主题报道稿件《吾元
村：扶贫车间打开“幸福门”》。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儿童床床
头，以‘灰太狼’卡通形象为图案，
上边有两个‘小耳朵’，可以旋转也
可以拿掉，很畅销。”9月7日，在宁
陵县逻岗镇吾元村徐庄亿家富家居生
产车间，返乡创业青年李德亮向记者
介绍厂里的新式家居产品。

2020年8月20日，本报“百年梦圆
看百村”大型主题报道以《吾元村：扶
贫车间打开“幸福门”》为题，对吾元村
发展扶贫产业带动脱贫增收的故事进
行了报道。时过一年，记者再次来到
吾元村，感受这个村庄的新变化。

雨后初晴，吾元村的村道更显干

净，路两旁绿树红花交相辉映，三三
两两的村民或带着农具下地干活，或
三五成群地坐在门前聊天，一派欢乐
祥和景象。

“这一年，我们村不仅做大做强
了原来的门、养殖、家居等产业，还
新发展了自动化花生分拣等新项目，
全村返乡创业发展的青年人有 10多
个，村民生活越来越好。”90后吕占
斌已在吾元村任了 3 年的党支部书
记，说起村庄的变化如数家珍。他介
绍，光伏发电、扶贫车间、养殖场租
金等加一块，一年村集体收入约 20
万元，他们全部公开公示，除了给部

分困难村民发放分红补贴，已经连续
三年代村民交纳垃圾处理费。村民韩
红丽就是受益者之一，她喜笑颜开地
说：“这三年的卫生费都是村里出
的，光伏分红也都是向困难户倾斜。”

返乡创业的多了，村民就业就多
了门路。技术工常新社和妻子李鲜花
都在亿家富家居厂打工，一年能挣10
万多元，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孩子。

“左右逢源看吾元，返乡创业聚能
人，上有路灯下有花，前有牛场后有
门，徐庄家居产业兴，花生加工富四
邻，年富力强村班子，吾元不养懒散
人。”面对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吕占斌和村“两委”班子信心十足。

吾元村

村民挣钱门路广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夏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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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病女孩两年攒 12万余元退还捐助人”的话题冲
上热搜榜，也刷爆了朋友圈。女主人公的勇敢、坚强和知恩图报
感动了全国的网友，也汇聚成强大的社会正能量被广为传颂。

这位女孩就是 28岁的苗彦彦，宁陵县阳驿乡苗岗村人，
现移居新疆和田生产建设兵团，和父母一起靠种植大枣为生。
近日，记者对其父亲苗书新进行了电话采访，并通过微信详细
了解了苗彦彦攒钱退还捐助人的故事。

感恩：两年攒12万余元退还捐款

“这样的稀罕事，我平生还是第一次遇见。三年前我在水滴
筹上为患病的乡邻苗彦彦捐款100元，万万没有想到，今年水滴
筹平台又退还给了我。说句实在话，苗彦彦能把12万余元捐款
一一退还回去，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阳驿乡苗岗村的苗松感
慨地说，他们同村和他一样收到退还捐款的有200多人。

苗岗村党支部书记苗福奎介绍，2005年，为了开创新生
活，苗彦彦的父母苗书新、刘春玲移民到新疆十四师二二四团
拓荒。次年，父母把 13岁的女儿苗彦彦接到身边生活。不幸
的是，病魔已经暗中缠上了她，她开始声音嘶哑，到后来完全
不能发声。2009年春，她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

“十多年间，我带着彦彦四处求医。现在彦彦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治疗，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只好在成都青羊区租住了
一间简易的民房。”苗书新在电话里介绍，高昂的医疗费让一
家人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生活也一度陷入了的困境。

2019年，苗彦彦突然病危，一直昏迷不醒，情况危急。当时
家中已拿不出治疗费，一位好心人帮她发起了网上众筹。短短
5天时间，就收到了3565人的126482元爱心捐款。这笔钱，将她
从鬼门关救了回来。10天后，苗彦彦从昏迷中醒来，得知众筹
治病的事情后，坚定地告诉父亲：“这笔钱我一定要退还。”

今年 8月 9日，苗彦彦向水滴筹平台提交申请，将通过电商
创业积攒了两年的12万多元钱，一分不差地退还给了当初奉献
爱心的人。她坦言：“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救了我的命，现在即
使还上了钱，3565位捐助人的恩情也是还不清的。感谢大家在
我危难之际慷慨援助，心怀感恩的我更要向前、向上。”

坚强：与病魔抗争14年

2011年，苗彦彦经历了第一次病危：肺部严重感染，无
法自主呼吸。在抢救的前 12天里，她一直近 90度坐着，没有
人比她更能体会夜晚是多么漫长。2012年的整个冬天，苗彦
彦都很难正常入睡和进食，病情严重的时候需要父母陪在身边
给她叩背排痰。

生病之后，苗彦彦的生活变得特别不方便，和人交流得靠
写字；别人 10分钟能吃完一顿饭，她却需要约半个小时；冬
天手伸不直也握不紧，最简单的穿衣洗漱、拉拉链、系扣子都
很困难；病症加重的时候最煎熬，只能整夜整夜地坐到天亮，
还得竭尽全力去呼吸，累得满身是汗……

但熟悉苗彦彦的亲朋好友，都夸她乐观勇敢，一直在和病
魔顽强地抗争着。她曾说，她要做一棵沙棘树，能抗风抗沙，
耐旱也耐涝，生命力极强。

2013 年，休学在家的她尝试着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
品，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近年来，住院期间，即使躺在病床
上，她一只手输液，另一只手用手机推销商品。

困难并没有让她轻言放弃，她坚信，一定能够战胜病魔。

奋斗：自主创业开网店挣钱

“彦彦最初接触电子商务是在2013年底，当时她尝试在网
上销售自家种的红枣。”苗书新说，“女儿卖的红枣都是精心挑
选的，品质是最好的，她的淘宝店很受欢迎。”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底到 2016年 5月，她网店的销
售额达到了6万元。看到女儿积极向上，苗书新夫妇俩很是宽
慰，但之后由于病情影响，她的淘宝店已经很长时间不能打
理，而父母也不懂如何经营电商。

2019年，苗彦彦出院后，还未完全康复就马上开始电商工
作。她又在微信朋友圈卖起了新疆特产哈密瓜、库尔勒香梨、阿
克苏冰糖心苹果、沙棘和自家产的红枣。她就用一部手机，熟练
地处理着各项业务，她说：“虽然我声带不能发声，但不影响我用
手机打字交流。在微信上与顾客沟通，我没有一点障碍。”

今年退还给 3565位捐款人的 12万多元钱，就是苗彦彦两
年间辛苦经营网店挣来的钱。苗彦彦的故事被各家媒体报道
后，网友纷纷为这位自强不息的女孩点赞。有网友热心询问她
的网店链接，想购买她的商品帮她一把；也有直播平台找到
她，想把她打造为网红，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认为，做人就
要守住本心，脚踏实地，决不走捷径牟利。

现在，苗彦彦病情有所好转，生活已能够自理。虽然病魔一
直折磨着她，但她对未来依然充满憧憬。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开
发自主品牌的沙棘产品，挣钱资助病友，带动病友创业就业。

这就是苗彦彦，一个阳光温暖的女孩，她竭尽所能散发光
和热，驱散生活里的阴霾……

宁陵重病女孩自力更生

两年攒下12万余元
退给3565位捐款人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图①：9月8日，石桥镇梨农正在为梨树喷洒生物杀菌剂。进入秋季，宁陵县22万亩金顶谢花酥梨陆续成
熟，梨农在做好秋管的同时开始采摘出售，梨园一派丰收景象。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一个家庭用几代人的接力，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
业、解惑，尽心尽责书写着师者的本色。

在第 37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商丘市首届
“教育世家”获得者——宁陵县葛天中学教师华维，聆听
她们上下四代12人延续从教100多年的故事。

父子两代从开私塾到办学校

要追溯华家与教育的根源，要从华维的曾祖父华永
谨说起。华永谨是清末秀才，作为一介开明绅士，他十
分重视教育。1910年左右，他便在城郊乡后桑村家中开
办私塾，亲自授课，把培育乡村孩子成才当作一生己任。

祖父华连元 1936年考入淮阳省立师范，开始接触革
命思想，成为进步青年。在共产党员王建一等人的引导
下，考入中原野战军开办的中原军政大学。后因深受腿
疾折磨，中途返回宁陵。当时正适逢解放初期，人才亟
需，华连元在城郊乡陈克常村创立学校。为了筹集资
金，他倾尽家财，把学校打造成了全县一流名校，令周
边十多个村的适龄孩童启蒙受益。

后来，他又辗转在阳驿小学、郭屯小学、张弓镇小
学等学校任教，于 1980年在城郊乡中学光荣离休。他不
仅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还把 5
个子女全部培养成有用之材，其中有 4 位子女接过教
鞭，继续在三尺讲坛上耕耘。

华永谨、华连元父子两人从开私塾到办学校，一脉
相承，都有一腔浓厚的教育情怀。为了发展宁陵乡村教

育，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贡献所有。

一生致力改变贫寒学子命运

华维的父亲华豪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 72岁。文
革初期，正读初三的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因其成绩优
异，1976年被金厢公社高中聘为代课教师，月工资 26.5
元。转正后又调入东关高中任教。在此期间，他考入安
阳师专学校进修两年。上世纪 90年代他转入宁陵高中，
担任高三毕业班英语教学。他教学成绩突出，培养出许
多栋梁之材，可谓桃李满天下。

直到2012年他已63岁，才依依不舍离开校园。他的
一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只干一件事：以校为家教
好书育好人；只有一个心愿：让贫寒学子能成才。

“1993年，我们班在全县英语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好
成绩，学校奖励我 1000元奖金，我全拿出来给学生发奖
品。我跑到郑州买来 50多本英汉词典，装了沉甸甸的一
麻袋。当我弓着腰背到班里的时候，学生们都感动得哭
了。”华豪回忆说，“那一年高考，学生特别争气，考上西安
交大、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的特别多。虽然那年秋
天我累病了一场，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只嫁给门当户对的人民教师

家族的耳濡目染，让华维从小就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老
师。1987年毕业于商丘教育学院的她，成为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一转眼，她已经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34个春秋。

她的丈夫韩冰也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现在宁陵
县第二高级中学任教。当问及他们当年是怎样相识牵手
的，华维嘿嘿一笑说：“我正值青春芳华，上门介绍对象
的络绎不绝，有经商的、有从政的，我只提出一个条
件：我不攀高门，只想找个男教师，门当户对就行。”

当时韩冰不但是人民教师，其父亲韩品忠也是教
师。经人牵线搭桥，两人很快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现
在我娘家是“教育世家”，我婆家也是两代4人从教，婆
弟婆妹都是教师。一家人团聚，谈论的都是学校和学
生，有共同语言。”

由于夫妻俩都是教师，都担任毕业班班主任，所以
他们天不亮都各奔东西，带着学生上早操，午间陪着学
生一起就餐，直到晚上10点钟晚自习后，才能携带一身
疲惫归来。“我们夫妻连争吵的空都没有，所以家庭特别
和睦。”华维调侃说。

华维的女儿韩佶汝很聪慧勤奋，考入西安一名牌院
校，现进入中国航天学院工作。“我闺女是搞航天科研
的，最近发射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就有她付出的心
血。下一步她可能要带研究生，也过一把当教师的瘾
儿。”华维骄傲地说。

商丘市首届“教育世家”华维一家：

痴心四代终不悔 只为桃李竞相开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图②：日前，三商葫芦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翟志伟带领工人在查看葫芦长势。近年来，宁陵县赵村乡以翟
楼村为中心，大力扶持发展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葫芦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脱贫奔小康，还形成
了乡村文化休闲旅游打卡地，群众在葫芦上画出了美好幸福生活。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图③：花生是宁陵三宝之一。白露已过，宁陵县约20万亩花生开始陆续成熟，当地群众抢抓有利天气
条件进行收获。图为9月7日石桥镇金厢寺群众在利用大型机械收获花生。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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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② ：
吾元村返乡青
年建起肉牛养
殖场，每年为
村里交 7 万元
租金。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图①：脱贫奔小康，越来越多的青
年人返回吾元村创业，图为村里年轻人创
办的家具厂。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非公企业聚爱，情暖梨乡学子。在“99公益日”之际，宁
陵县举行“牧原聚爱 圆梦行动”希望工程助学金发放仪式。
现场，非公企业宁陵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拿出85万元，资助
了该县322名困难学生，帮助困难学子减轻家庭负担，顺利实
现上大学的梦想。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