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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县有一位农村老人侯小生。五年前，他替亡子
还清十多万元债务，家贫不欺诚信，被评为2016年度

“河北好人”“河北省道德模范”，人们尊称他为“信
义老爹”。

“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道德约束是一方面，终
究还是要靠立法。”侯小生之言，一语中的。

夏日，一场雨后，我们去采访侯小生。

“路得自己走，人得往前看”

侯文孝村，内丘县一个普通小村庄。
一方小院，四间平房，一树清凉。这里就是侯小生

的家。
侯小生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个子不高，肩膀

挺宽，身板精瘦，普通得就像农田里的土坷垃。
然而，他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气神儿：走起路

来，脚底板儿能把地面踩得“咚咚”响；深深凹陷的眼
睛里，有光，有神；说起话来，嗓门像洪钟一样响亮。

侯小生今年六十六岁。
借着大树下的阴凉，我们和他隔着一张木制茶几，

相对而坐。茶几上，一只暖瓶，几杯清水，平淡，简
单，温暖。一如他和老伴儿现在的农家生活。

可能担心我们听不懂方言，侯小生说话时，有意识
地把语速尽量放缓，或悲或喜，激动处，表情生动，手
势丰富，声调也不自觉地激越高扬。

这时，一直默默坐在旁边椅子上的老伴儿提醒他：
“慢慢说，喝口水。都是过去的事儿啦！”

年逾花甲，往事并不如烟。
按说，到了这把年纪，一些人生过往该看透了，也

该看淡了。
可是，过去的一些事儿，侯小生咋能忘了呢？
他说，岁数大了以后，夜里常梦见大儿子，梦见他

小时候跟在自己身后，紧跟着，一步也不敢跑远，一会
儿跟不上了，就喊“爹，等等我”……

一阵阵剜心之痛，痛得他从梦中醒来，然后，坐于
床头，止不住老泪盈眶。窗外，夜空浩瀚，一颗星星冲
他眨着眼睛，他盯着看，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大儿子，一
坐，就是半夜。

“如果大儿子和儿媳妇还活着，他们的孩子也该长大
了吧？”侯小生喃喃自语。

“唉！”一声叹息，随之，又是一阵无言。
我们不忍心再问，更不忍心凝视老人的眼睛。
天有日月星，地有水火风，人有精气神。
侯小生说：“我靠的就是一股子精气神在撑着。毕

竟，路得自己走，人得往前看。”

“信念就像太阳，带来光明，带来力量”

“人常说，父债子还，人死账烂。您为什么子债父
还？更何况家里经济条件这么差，很多债务还是无凭
无据啊！”

“有债就要还，还的不仅是钱，更是做人的良心。”
侯小生说，“爹和儿子是一家人，大儿子走了，欠的账咋
能烂了？让外人戳脊梁骨的事儿，俺家可干不出来。”

也确实，侯小生的家，还真与常人有些不一样。
侯小生兄弟五个，一个妹妹，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靠在地里刨食养活几个孩子，家境可想而知。即便
如此，街坊邻居谁家青黄不接了，父母也会从省下的一
点粮食里拿出一些接济。

“不贪小便宜，不拿亏心钱，与人和睦相处。”打儿
时起，侯小生就常听父母教诲，做人要行得端、坐得
正，要大气。

有一次，母亲领着侯小生外出干活儿，一场大雨
来袭，他们在回家路上见到一位老太太，雨水浇透
了她的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母亲见状，把雨
衣脱下给老太太穿，搀扶着老太太回到自己的家，
烧火做饭弄吃的。雨过天晴，老太太的闺女得到了
信儿，才把老人接走。侯小生说：“虽然素不相识，
但是真心对人家好。”

侯小生的舅舅姚喜成，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的老

兵，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在河南多个军分区担任要
职。七岁时，侯小生跟着母亲到舅舅家串亲戚。吃
过饭，他在部队的训练场上玩，捡到了一支崭新的
钢笔。

他找到舅舅，问怎么处理，舅舅反问他该咋办。侯
小生没有犹豫，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要还给丢
钢笔的人。

舅舅夸他懂事，叫他站在训练场先等一等失主。果
然，没一会儿，就等到了丢失钢笔的战士。

受舅舅的影响，侯小生和大哥，还有一个弟弟，都
当过兵。

“我大哥是一名英雄。唐山大地震时，他坚守岗位抢
救伤员，牺牲在抗震救灾的最前线。”侯小生说。

军人风骨浸入家风，家风便有了一种刚毅坚定的情怀。
“我们家族里目前共有九个人在部队锻炼过。”侯小

生在空军服役，当过整整七年报务员，深感无上荣光，
言语满是自豪，“报务员都是优中选优，不是谁都能当
的。”

自律，上进，学习，直至军校深造，侯小生不断成
长，“不抛弃，不放弃；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人民服
务……这都不是虚的，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侯小生服役的部队驻扎在北京，他当时一个月领六
元津贴。

一次，侯小生外出办事，路过永定门车站时，一名
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女子拦住了他。

“请问这位同志，您是邢台人吧？”
侯小生一打量，不认识。他见问话的那名女子怀里

抱着一个幼儿，正“哇哇”地哭个不停。
见侯小生点了点头，女子忍不住哭诉了起来。
原来，女子是一名教师，从邢台来京与丈夫团聚，

约好车站见面，却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眼看天色渐
晚，她带着孩子和一大堆行李，根本没法行走。

陌生的京城让她茫然无助。身上没有钱，孩子也饿
了，回邢台回不得，找丈夫也无法找，举目无亲，眼看
露宿街头，偶然听见侯小生和旁人说话，亲切的乡音和
一身军装，让她鼓足勇气走过去，向这个小伙子求助。

侯小生掏出身上新领的六元津贴，给了那名女子，
让她和孩子先找个饭馆吃饱饭。然后，侯小生又肩扛手
提，带着行李找到附近一家邮局打电话，很快便帮那名
女子联系上了丈夫。原来是两口子没说清地址，走岔道
了。

两人在电话里又重新说明了会合地点，事情得到了
解决。女子再三询问侯小生的详细信息，以便日后感
谢。侯小生只说了自己是内丘人，大家都是老乡，帮忙
是应该的，没啥可感谢的，其他信息一概没说，随即扭
头赶回驻地。

因超过了请假外出时间，侯小生被班长批评。但他
没说明原因，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委屈。

大约一周后，那名女子和丈夫通过邢台老乡，辗转
打听到了侯小生所在的部队，又专程找来登门还钱、致
谢。这时，班长和战友们才知道他做了一件大好事，于
是侯小生受到连队通报表扬。

侯小生参军的第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军、入党，是侯小生的两个人生梦想。终得梦

圆，他干劲儿更足了。
“我就一个想法，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出成绩，对得

起党徽。这是我的信念，同时也是给新兵、新党员做个
表率，带个好头儿。”由于表现突出，侯小生在部队受过
多次嘉奖。

谈到这一段经历时，侯小生一直在强调一个词：信
念。

“您对信念咋理解？”
“信念就像太阳，带来光明，带来力量！”
稍加思考，侯小生感慨地说，做人有了信念，你就

会感到做任何事都会有无穷的勇气和无尽的力量。
一字一顿，说得真诚。
1980年，侯小生复员，回到了内丘老家，重新扛起

锄头，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侯小生觉得，参军是报国，种地当农民，也是给国

家做贡献。
结婚以后，侯小生夫妇生了三个儿子。一家五口彼

此相守，温馨而幸福。

“做人要正直，讲信义”

让我们跟着侯小生的讲述，回到十年前。
2011年的11月，他的大儿子侯苏科与女友崔淑霞步

入婚姻殿堂。然而，一家人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一场
意外突然发生。

2012年4月16日。侯小生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
事发时，正值傍晚时分。
侯苏科带着妻子在岳父家吃过晚饭，骑着电动车沿

着隆昔路往家赶，一辆轿车从后面疾驰而来，当场将两
人撞飞了出去。

在被送往医院救治的途中，侯苏科夫妻撒手人寰，
两个人没给家人留下哪怕一句话。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侯小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呆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蒙了。

事后，经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系酒后驾驶，而
且肇事车辆是一辆报废车，肇事方负全部责任。

“整理大儿子遗物的时候，二儿子对我说，哥哥有个
账本，写的都是他在结婚前欠下的债务，大约有十来万
元。”侯小生说，大儿子在盖房子、结婚期间，遇到什么
困难从不吱声，都是他自己想法儿解决。他在外面欠下
这么多钱，一家人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处理大儿子遗留的这些债务？怎么个还法？啥
时候能还清？……”这些，他都跟家人认真商量过。

侯小生想：“大儿子和儿媳妇已经没了，如果他欠下
的债务不还，也没人说什么。但这是良心账啊！作为孩
子的爹，我必须站出来，帮他把债务还上！”

“做人要正直，讲信义”，一直是侯小生的人生信条。
侯小生的想法得到家人一致同意。如果大儿子欠了

人家的钱，因人不在就不还了，既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也对不起借钱给大儿子的亲友，“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
是吃糠咽菜、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些账还了！”

根据大儿子遗留账本上的一些记录，加上生前好友
提供的一些信息，侯小生挨个儿上门，主动找出借人核
实，一旦确认，便明确表态：“我大儿子虽然走了，但他
欠的债，有我担着呢！”

也有人劝他别冒傻气，这么大岁数了，逞啥能啊？！
他却说：“当初苏科找乡亲借钱时，别人连欠条都没

让打，凭的是对苏科、对俺家的一份信任。现在，咱不
能不讲信用。欠多少就还多少，一分一厘也不能少。”

2012年底，根据法院判决，经过多方协调执行，侯
小生最终拿到了肇事方支付的一笔事故赔偿金。

当天，侯小生从中拿出五万元钱给了亲家：“闺女嫁
到俺家，还没享几天福呢，就走了……您家也挺不容易
的，就当是俺替儿子、儿媳弥补一下他们生前的孝心
吧！”

亲家把钱放在桌子上，紧紧地握着侯小生的手，两
个男人忍不住流下眼泪：“两个孩子虽然不在了，但咱们
两家是一辈子的亲家。”

事故赔偿金还剩下九万元，怎么支配？
侯小生的老伴儿张珍珍患有腰椎管狭窄，因家里

穷，没有钱做手术，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生活无法自
理，全靠侯小生照料，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闻听侯小生可能要拿这笔钱替大儿子还债，一些亲友
忍不住来家里劝他：老伴儿都躺了五六年啦，找个大医院，
剩下的这点钱给她做个手术，她没准儿还能站起来。

看着卧病在床的老伴儿，侯小生心里非常难过。
但大儿子欠人家钱的事就像石头一样，沉沉地压在

他心上。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侯小生坚定
地摇了摇头，咬紧了牙关，攥紧了拳头，最终没有同意。

心里难受了，他就一个人来到大儿子的坟前，一边
哭，一边说：“儿啊，安心走吧，你欠的债，爹一定帮你
还上……”

“人得讲诚信，讲信用是做人的根本”

“这三千元钱我不要了，您留着吧，您家生活太难
了！”

侯苏科生前的同事杨淑丽，看到侯家老旧的砖房，
说什么也不肯接这笔还款。

两个人推推挡挡，但最终，杨淑丽没能犟过侯小
生，不得不接过了老人替大儿子还给她的钱。

双手捧着三千元现金，杨淑丽直掉泪：“啥凭证都没
有，就凭我一句话，侯大爷就把钱还给我了。”

侯平海曾借给侯苏科一万元钱，“知道苏科的事情
后，这钱我原本不打算要了，后来不知道老人怎么知道
欠钱的事，特意打电话让我过来领钱。”

侯小生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一沓现金：“先还你五
千吧，剩下的五千，等回头攒够了，我一定替苏科早日
还你。”一边说，一边把钱塞进侯平海手中。

前前后后，侯小生陆陆续续找到了大儿子的六位出
借人，总共还了八九万元，但还剩两三万元欠款没还上。

家里穷得叮当响，一直就没啥积蓄，两三万元钱对
于侯小生一家来讲，是个天文数字。

钱从哪里来啊！
侯小生也发愁。愁归愁，但还债的心是坚定的。
他给剩下的出借人一一表明了态度：“等俺把新打的

粮食卖了，一定立马还。”
就在这个过程中，侯小生得知大儿子可能还有一些

欠款。
于是，他再一次找到侯苏科生前的同事和朋友们一

一核实，最终又发现多出两人共计五千元欠款。
然而，两位出借人没在邢台本地工作，一时找不到

联系方式，侯小生心焦得直冒火。

千方百计打听，费了好些周折，侯小生终于联系到
在外省打工的两位出借人，赶紧拨过去电话，把还钱的
事交代清楚。

“都是好人，他们跟我明说，这笔钱就算了吧。我
说，绝对不能，为了苏科，这笔钱我必须得还！”

一直到2016年底，侯小生靠着种地和农闲打零工的
微薄收入，基本上还完了大儿子的欠款，心里顿时轻松
了很多。

侯小生的信义之举传遍了十里八乡。
经过层层推荐，侯小生获得2016年度“河北好人”

“河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侯小生说，俺只不过做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儿，没

想到党和政府给俺这么高的荣誉。
“河北好人”颁奖晚会的后台，一位省领导专门找到

侯小生，亲切地说：“您的事迹我看了好几遍，非常感
人。现在，您还剩多少债没还？”

面对省领导，侯小生略显局促，却也只好如实相
告：“还差一两千，等我这次回了家，把打工的一笔工资
领了，应该就能彻底还清了。”

“这是两千元，您拿着。”这位省领导拉过侯小生的
手，把钱摁在他的手心里：“等您领了工资，一定要先买
点好吃的补一补，别再这么操劳了，岁数越来越大，别
再把身体给累垮了。”

侯小生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眶里溢出了泪花，心里
涌起一股暖流。

“人得讲诚信，讲信用是做人的根本！”
老人的话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面对这位老人，我

们不由肃然起敬。
“那几年家里哪见过肉啊，过年过节也不舍得吃，节

省出来的钱，基本上都替大儿子还了债了。”侯小生说，
要是搁现在的身体，想还完债务估计花的时间会更长一
些。但时间再长，也得还，以前是这么做的，现在还是
这么想的。

我们注意到，张珍珍听了，也在一旁默默地点了点
头。

侯小生记得，替大儿子彻底还清债务的那晚，如释
重负，长出了一口气。他特意买来一瓶酒，先给大儿子
倒了一杯，又自斟一杯，一抬头，一饮而尽。

夜空浩瀚。侯小生看见，一颗亮晶晶的星星冲他眨
了眨眼睛。

一夜无眠。侯小生从未有过这么舒坦。

“人活着不能偷懒，不能不讲奉献”

侯小生一笔一笔地还清了大儿子的欠款，经媒体关
注后，他的故事越传越远，被人们誉为“信义老爹”。

2017年初，侯小生应邀加入了内丘县“好大哥工作
室”，义务为乡亲们调解邻里纠纷、化解矛盾，直到第二
年年底因生病住院，才停止了这项工作。

“好大哥工作室”牵头人叫郝保德，是内丘县大辛庄
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热心人。因为很多
人慕名而来“求调解”，于是，郝保德顺势成立了“好大
哥工作室”。

主持调解乡邻矛盾时，侯小生一自我介绍，在场的
人当即竖起大拇指，说：“这是个好人！讲信用！”

侯小生嘴里说出来的道理情理，谁都愿意听，也能
听进去。

“只有自己做到了，才能影响更多人。”侯小生说，
“做矛盾纠纷调解净是些鸡毛蒜皮的‘疙瘩事儿’，看似
简单，牵扯人情事理诸多情由，调解起来费神费力。”

一年多时间里，他调解了一百余起大小纠纷，百姓
满意度百分之百。

“从大儿子不在到现在，老伴儿一共做过三次大手
术：两次开颅手术、一次腰椎手术。”谈及老伴儿张珍珍
的病，侯小生一直心怀歉疚。

现在，张珍珍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不需要专人照
顾，但行走非常不便，没有能力再做日常家务了。

“您心里真没有怨过他？”记者问张珍珍。
“当初俺嫁给他，相中的就是人实诚。再说了，欠债

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换谁都该这么做。”
张珍珍接着说：“二儿子结了婚，三儿子大学毕业，

我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乡亲们提起婆媳关系，都拿
俺家做榜样。儿媳妇不仅孝顺，还把孙子、孙女教育得
挺懂事。”

这么多年，侯小生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贫。岁数大
了，身子骨大不如从前，外出打工也干不动了，家里的
生活来源主要靠几亩农田。

侯小生一如既往地闲不住。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常态。作为一

名老党员，侯小生第一时间申请加入村抗击疫情党员突
击队。

值勤站岗、消毒消杀、运送物资……侯小生想起了
当年在部队里的生活，时时处处不甘落后，苦活儿累活
儿抢着干。

“我的视神经出了问题，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去
年在医院检查，医生说不好治，现在也离不开药了。我
和老伴儿每天都要吃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说到这
儿，侯小生轻叹了一口气，但随即又提高了嗓门儿：“干
一天是一天，老人就要活给年轻人看，人活着不能偷
懒，不能不讲奉献。”

仲夏时节，农田里的麦子熟了。
连着好几天，侯小生都在忙着收麦子。一个人在

麦地里忙来忙去。村里的年轻人见了，纷纷赶过来
帮忙。

侯小生对我们说：“今年丰收了，一亩地打一千多
斤，价格也比往年高。”

侯小生爱种花，他在自家门前种了一丛月季。临走
时，一朵朵月季花映入眼帘，直向着蓝蓝的天空，宛若
一把把红色的火炬在阳光下跳跃着，温暖了“信义老
爹”，也温暖了我们。

信义老爹
邢云 王汉英 张莉

●报告文学2022年7月1日，《邢台市社会信用促进条例》正
式实施。为诚信立法，邢台是河北省设区市里的第一
个。在全国261个地级市城市信用月度监测排名中，
邢台持续位列全省首位。

——题记

刊头题字 白寿章

“信义老爹”侯小生 （邢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