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无言却无私奉献；他们非富非贵却能倾其所有；奉
上真心，予人温暖，在任何时间、地点，若有需要他们便会付出己力……让我们发现他们，讲
述他们的故事，让小爱无限放大，以小爱汇注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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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卢超扎根惠济，把自己的事业
经营得红红火火，“结缘、融入、成长壮大，
我与惠济已密不可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
二故乡。”在成就了自己的同时，卢超始终
没有忘记在他困难时得到过的帮助，“那就
像是寒冬里的一杯热茶，心里很暖”。

“没有想那么多，只是现在自己有能力
了，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让需要帮助
的人也能感受到那种温暖。”卢超说，自己
的成功得益于社会的帮助，所以理应承担
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2001年以来，他先是回报家乡，为老家
修路，建学校，而后开始积极投身帮助残疾

人困难户、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参与抗洪
抗震救灾、新农村建设、社区建设……多年
来，他个人及企业在救灾、助学、建设等公
益慈善事业方面捐款达260多万元。

他的企业被评为“爱心企业”，他本人
也多次被市、区授予慈善事业先进个人称
号、红十字公益事业“特殊贡献奖”等。

“把企业做精做强，是我一生的事业，
但依靠强大企业做后盾，急政府所急，给
百姓之所需，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承担起更
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对政府、对百姓是
一种回报，更是我毕生要努力实现的人生
价值。”

出生8个月因患
小儿麻痹致右腿残
疾，但他说：“不幸可
能降临到任何人身
上，但最大的不幸不
是身体上的残缺，而
是因为不幸你选择了
消沉，从此一蹶不
振。”他是卢超，一个
“不幸”的人，却用他
的坚忍成就了自己，
并尽力用行动温暖着
众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 蔺洋 文/图

“不幸”之中他始终选择：面对与拼搏

见到刘道洛的时候，他正在
街道上清理垃圾。今年 60 多岁
的他现在仍然从事着城乡环卫工
作。瘦小的身躯、黝黑的皮肤让
人很难想象他也是一名“文艺男
青年”。在惠济区木马村一提到
刘道洛，老少爷们儿无不称赞。
因为他的好人缘，在木马村方圆
数里乡间是乡邻公认的好人。工
作之余，刘道洛唯一的爱好就是
写诗。今年 6 月份，他有了自己
的第一本诗集《乡土集》。生活中
的他十分简朴，但买书却是一买
就是十几本，甚至几十本。不管
是唐诗宋词还是名人传记、现代

文学等，统统是“来者不拒、一网
打尽”。“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
女辈辈贤”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
座右铭。“不扫地了就看书，闲了
就写诗，看到书我就发自内心的
高兴。”不善言辞的他，说到书脸
上总是洋溢着笑意。

《乡土集》中收录的大多数
诗歌描述的都是乡村生活。惠
济区迎宾路街道木马村虽不是
刘道洛的出生地，但却是他生活
58 年的第二故乡。鸟恋旧枝，
鱼思故渊。通过诗歌弘扬惠济
文化，展现惠济形象成了他最大
的心愿。

9月 21日，在南阳路博金商贸城办公
室第一次见到卢超，低调的格子衬衫，黝黑
的皮肤，满面笑容，很难将他与资产过亿的
企业老总联系起来。

1962年，卢超出生在河南睢县一个贫
困农民家庭，8个月时患小儿麻痹，因无钱医
治导致右腿终身残疾，“我父亲身体不好，有
结核病不能干重活，家里我是老大，虽然腿
脚不便，但也要硬着头皮上，得挣工分啊”。

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压垮卢超心中的
梦：“一定要上大学！”从家到学校半小时的
路程，他却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但十几年

来，不管天气如何，卢超从没因腿脚不便迟
到过。

1984年，卢超凭借自己的努力以优异成
绩考入沈阳建筑学院，成为十里八乡“头一个
大学生”。“这样的机会我丝毫不敢虚度。”几
年学业他刻苦钻研专业知识，1988年，作为
唯一一位建筑预算设计人才被顺利分配到睢
县第三建筑公司驻郑办事处。

“想干好一件事就必须善于动脑，更要
有毅力去拼搏。”别人休息时，他研究图纸，
到工地巡视，对工作的认真踏实让他的每
次预算都做得精准到位，为公司屡屡中标。

1996年，在建筑行业风生水起的卢超
却因一次机缘投身商海。“我当时四处筹
资，中标了温州人创办的郑州针纺城工程，
可招商失败，我血本无归。”

法院一纸判决让卢超接手了位于南阳
路刘寨村已是空壳的郑州针纺城，“背水一
战，只能自己重新再来！”可“隔行如隔山”，
创业的艰难对于一个残疾人更是难上加难。

从融资招商，到日常管理、手续税费……
大小事全靠自己摸索，甚至还要忍受一些
人对残疾人的误解、歧视，面对重重困难，
卢超选择了迎难而上。为了招商，他拖着
残腿只身前往全国 20多个批发市场实地

考察，走访商户上千，走访中卢超发现了
商机。

“郑州众多批发市场中，床上用品批发
却是空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
生，“把针纺城改为床上用品批发市场”。

免费吃住、免费停车，诚恳的态度感动
了第一批商户，而后他又跑前跑后帮商户
协调办证，还积极帮商户解决子女上学、租
房等实际问题，而后，凭借诚信经营和优惠
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商户入驻。
郑州床上用品市场逐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
最大的专业市场，一度辐射中西部数省，年
销售额上亿元。

想干好一件事，就得有毅力去拼搏

把人生低谷当作重新开始的起点

回报社会是他毕生要实现的人生价值

他是“城市美容师”
还有着十足“文艺范儿”

30年来，刘道洛作为一名城乡环卫工，工作中勤勤恳恳，所经
之处洁净如洗；生活中待人诚恳、乐善好施，是众乡邻公认的一位
好人。

40年来，刘道洛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做的最执着的事儿就
是坚持读书，屋里书籍数千册。他勤劳本分，生活简朴，但对于买
书却毫不吝啬，是名副其实的“书迷”。
记者 蔺洋 实习生 孟刘琦 文/图

“惠济区文化底蕴深厚，我们
以前是把优秀的文化宣扬出去，
现在成立文学社，我们想把好的
文化留下来。”新城路街道办事处
文化站任桂林站长说道。从今年
4月份开始，在他的带动下，刘道
洛、歌明等人加入了文学社，私下
里他们自发组织诗友采风笔会，
在南裹头、惠济桥、花园口都有他
们创作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 84 岁的弓永康也是文学社
的一员。“他经常修改自己的剧
本，整晚都不休息，让人不得不佩
服。”文学社诗友说道。目前文学
社还没有走向正规化管理，但对
于文学的热爱却吸引了更多的人

加入文学社。“我们现在的活动基
本上都是自发组织，大家私下里
都特别下功夫，看书写诗修改交
流，我们都觉得特别充实快乐”。
让更多人爱读书，读好书，提高文
学修养是文学社成立的出发点，
倡导全民读书则是文学社的根本
目的。

30年来，刘道洛手中的扫帚
清扫的不仅是生活中的尘埃和垃
圾，更是他干净清白的心灵和品
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40年来刘道洛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对文学的热爱与坚持。
诗歌俨然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
分，渗入了他的血液中。

小小环卫工的“文学梦”

小小文学社的“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