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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黄久生看待每个
他照顾的孤寡老人，都像自己的父
母一样。今年 8 月份，他接一些孤
寡老人去南湾湖旅游，一名70多岁
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自己这辈子
没出过潢川，听说能来南湾湖旅
游，头天夜里 3 点都睡不着了，“久
生啊，我托你的福，这次旅游是我
这辈子最高兴的事。”黄久生说，他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你说，我能因
为一时缺钱，就不管他们吗？”

原来，这 20 年来，黄久生的事
业并非一帆风顺。“有几年，快过年
了工程款还没到账，手下工人们等
着拿钱回家过年，老人的棉衣、米
油还没着落，我着急啊，实在没办
法了就去借钱。”黄久生说，别的事
都能等，但养老人的事不能等。

最让黄久生感到高兴的是，这
些年家乡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村
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三层的楼
房，再不为吃饭穿衣发愁了”。

谈起今后打算，黄久生说不管
条件如何，都会把这项报恩事业做
下去。这段学习结束后，他打算回
潢川一趟，带孤寡老人们坐飞机到
北京旅游。“上次我回去时，有老人
说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我承诺说，
等经济条件许可了，我带大家坐飞
机到北京，这次要兑现诺言。”

黄久生强调说，今后除了捐钱，
他会多抽时间陪陪这些孤寡老人。
以前是因为没条件，这几年生意好做
了，能挤出空闲了：“我愿意和老人们
做伴，愿意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17岁离家打工，梦想就是挣钱报答乡亲们的养育之恩。他从工地小工做起，一步步做到项目经
理。与此同时，他带领万余同乡出来打工致富，出资赡养700多名孤寡老人，并捐款为家乡修路，建小学、敬老院。黄久生，
这个因今年9月1日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让现场师生感动流泪的河南农民工，用生命书写了一场感
恩之歌。
9月7日，记者在古色古香的北大西门见到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黄久生。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黄久生，身穿带有“北
大光华学院EMBA”字样的T恤，胸前挂着听课证，俨然一副大学生派头。不过，黄久生强调说，自己是个农民工，这个身
份从来不曾改变，“刚出来打工时，我曾为自己是农民工自卑过，现在这个身份让我骄傲”。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
中心记者 聂春洁/文 陈靖/图

报考北大 EMBA 时，黄久
生心里没底，“我高中没毕业，
是个农民工，人家为啥要收
我？”但看过他的简历后，光华
管理学院同意接收他，只不过
有一个要求：开学典礼上，你
得 给 全 院 新 生 讲 讲 你 的 经
历。这便是那个台下流泪、网
民感动的演讲的由来。

黄久生说，9 月 1 日在北
大百年纪念讲堂演讲，上台前
自己腿肚子直打哆嗦。“讲着
讲着，我觉得不对劲，台下不
断有掌声，有人一边流泪一边
鼓掌。”黄久生说，“我后来知
道，观众鼓掌的时候，我应该
停顿一下的，但我当时脑子一
片空白，只管继续讲下去。”

起初来北大，黄久生说都不

敢跟别人说，怕人家知道了笑话，
“你一个农民工，读啥 EMBA
啊”。不过，现在他不怕了：“我想
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农民工，
只要肯付出，所有梦想都会实
现。当年我在山上背柴火挣学费
时，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踏
进北大校园，现在我做到了。”

记者了解到，报考北大
EMBA，除了提交简历外，还有
严格的笔试、面试，黄久生能
进来绝非光凭运气。

高中辍学后，黄久生并没
放弃学习。他买了许多建筑
知识方面的书，趁夜间休息时
看。夜晚工地断电，他点着蜡
烛读。通过自学，黄久生还拿
到了平顶山工学院的工民建
专业函授文凭。

上世纪 80 年代末，黄久
生 带 领 老 乡 组 建 农 民 工 队
伍。这支 400 人的团队参与
了中建七局承建的新郑卷烟
厂联合厂房主体工程施工，获
得 1999 年度国家最高建筑质
量奖鲁班奖。1999年，他们承
建合肥市王小郢污水处理厂
一期工程，再次被评为 2000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

这些年来，黄久生以一名
农民工的身份，得到的荣誉数
不胜数。他先后荣获 2008 和
谐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敬老之星等。2009年，他作
为全国唯一的农民工代表参加
了国庆观礼和国庆招待会。
2012年，他当选中共十八大代

表。2013年，他再次列名第四
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进北大面试时，黄久生觉
得自己理论知识肯定不如别的
考生，所以着重讲自己带领农
民工队伍的管理经验。“我的管
理经验就是，正人先正己，我对
工人提的要求，我自己首先做
到。工程每个细节我都要求精
品，一个细节有瑕疵，哪怕表面
上看不出来，我心里就觉得对
不住人，必须推倒重来。”黄久
生说，“结果面试老师很认同
我，他们说我讲得很好。”

“农民工同样可以有梦想，
虽然我们的出身不如人，但这
个社会并没有向我们关闭大
门。”黄久生说，“唯一的问题就
是，你敢不敢去追求梦想。”

在北大的演讲中，黄久生
主要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其中说道：“成为北京大学的
学生，对我来说曾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梦，没有想到今天居然
美梦成真。我那在九泉之下
的妈妈如能知道，一定会为她
的儿子骄傲和自豪。”而此时，
距离他母亲离世已有42年。

黄久生出生于 1965 年，
老家在信阳潢川双柳树镇晏
岗村，在他 6 岁那年，妈妈去
世了，留下他和四岁的妹妹、
两岁的弟弟。父亲是个修锅
补盆的匠人，长年走街串巷，

十天半月不回家一次。
家里的茅草屋漏雨严重，

一到下雨屋内没有一块干地。
所以每逢下雨，他便在邻居的
柴火堆上挖个洞，钻进去睡觉。

爸爸不在家，6 岁的黄久
生就是最年长的“当家人”。

善良的乡亲们看不下去了，
他们向黄久生伸出了援手。东
家省出一口饭，西家送来一双
鞋，给黄久生贫穷的童年带来了
一丝温暖，“那时候跟现在不一
样，家家户户都穷，那些都是他
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所以我当
时就下决心，长大要报恩”。

黄久生现在的身份是中建七
局一公司的项目部经理、潢川县双
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
记。这些年来，他先后带领一万多
名乡亲走出家乡，出资赡养了 700
多名老人，还捐钱建了双柳树镇敬
老院，为宴岗村修路、接自来水。

其实，早在事业有成前，黄久
生就开始了报恩之旅。黄久生说：

“我小时候自卑，不爱说话，但每个
帮过我的人，我都记在心里，只要
有条件，我都会回报他们。”

从1996年开始，黄久生把潢川县
双柳树镇680多户孤寡老人照顾起
来。每到过年，他都早早地把钱汇到双
柳树镇民政所，由民政所代为这680位
老人买米、面、油和肉，从没间断过。

2008 年，双柳树镇建镇敬老
院，黄久生捐了45万元。

记者帮他算了一下，这些年，
除去赡养老人的花费外，他为家乡
修路、建小学、捐医疗设备等的捐
款，累计超过310万元。

谈到这个，黄久生引用了他在
EMBA课堂上学到的一句话：“钱花
在不对的地方，就跟一张卫生纸一
样没价值，只有花在对的地方，才
能体现它的价值，我挣的钱，这样
花就对了。”

成长：那些贫穷的记忆从不曾褪色

圆梦：农民工同样可以有梦想

报恩：
修路建校倾力回报家乡

未来：
把孤寡老人当父母尽孝

他带领万余同乡打工致富
出资赡养700多名孤寡老人
捐款为家乡修路，建小学、敬老院

黄久生：河南农民工走进北大EMBA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