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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1日，本报率先刊发《七旬老人花书增：啥时都不能丢诚信 17年还债20多万元》的
文章，报道了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年过古稀的老人花书增诚信为本，17年来省吃俭用，每月
坚持回村还巨额欠债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对此
事给予重点报道，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是千金不易的可贵
品质。在我们身边，其实还有很多像花书增老人一样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诚信的人，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诚信的企业和群体。他们的故事充满正能量，值得我们一一挖掘、大力弘扬、用心传播。

“诚信郑州”今起开栏，意在通过讲述一个个真实的“诚信”故事，褒奖美好，推介经验，积极推
动诚信郑州建设。也期待广大读者与我们一道，共同发现诚信，褒奖诚信，践行诚信，共同参与
诚信郑州建设。提供新闻线索或参与话题讨论，请致电96678或关注郑州晚报官博（新浪微博
@郑州晚报）、官微（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郑州晚报）。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现代社会的黏合剂和市场经济的基石。

诚信不会被时间风化，也不会随岁月
蒸发，崔奶奶重情守信20年即为例证。

然而，面对诚信，有人坚持，有人却
丢弃，有人拾起，有人却徘徊。从很多
故事中，我们也可以感悟到，一个人讲
不讲诚信，跟身份无关，跟学历无关，跟
年龄无关，跟贫富无关，只跟心中的信
念有关。

随着现代中国从“熟人社会”向“陌

生人社会”的急剧转型，我们不得不承
认，诚信传统受到拜金主义的侵蚀，诚
信缺失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大问题。

我们必须懂得，“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
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
对公民来说，诚信是个人美德；对企业
来说，诚信是黄金资产；对社会来说，诚
信是公序良俗；对国家来说，诚信是重
要的软实力。

在竞逐利润的市场经济中，只有人
人栽下信用的种子，诚信大树才能生
根；在利益攸关的激烈竞争中，只有人
人坚守诚实的品格，诚信之花才会芬
芳。努力做一个诚信的人，做一家诚信
的企业，同时要善于发现诚信、褒奖诚
信，才能提高一个城市的诚信意识和信
用水平，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
好氛围，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信用根
基。诚信郑州建设，是全市人民的共同
期盼，更需要全市人民的共同参与。

诚信做人 诚信做事 □郑 言

20年前答应同事转寄到期存款
故事的主角叫崔奶奶，今年 72 岁，

是住在河医社区中原东路 78 号院的普
通退休工人。

前段时间，崔奶奶饭吃不香、觉睡
不好，整天抱着电话挨个拨给老同事打
听事儿，可愁坏了儿媳妇刘敏。

事情得从 20 年前说起，崔奶奶单
位的一个同事因跟随丈夫转业到山东，
把一份一年后到期的 100 多元定期存
折交给了她，并告知山东家里的地址，
希望等到存款到期帮忙寄过去。

崔奶奶一直惦记着此事，存款到期的
时候，她就交代丈夫照着地址寄了过去，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信被退回了说查无此
人。因信被退回了丈夫单位，她并不知道
此事，而时间太长，丈夫也忘了这件事。

20年后发现存款并未寄达
“今年年初，老两口聊天中无意

间提起，婆婆才知道这笔钱一直没有
寄到同事手中。”刘敏说，当天晚上，
老太太就没怎么合眼。第二天天刚
亮，老两口就匆忙跑到老单位打听当
年同事的地址，由于时间久远，地址
早已找不到了。

“我答应过人家，要把钱寄过去的。”
崔奶奶念叨着这句话，落下了“心病”。

几个月来，老人一边打电话联系老
同事们，一边四处托人打听，一直没停
歇。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托山东的
一个亲戚联系到当地的派出所，从那里
打听到了当年同事儿子的联系方式，当
即就决定“亲自把钱送到老同事手中”。

“老人年龄大了，当儿女的不放心
她出远门，但她说啥都要亲自把钱送
去，怎么劝都劝不住。”在刘敏眼中，婆
婆是个朴实、节俭、执拗的传统老人。
拗不过婆婆，刘敏连忙请假买票，陪着
老人去泰安。

为兑现承诺她奔波千里还款
坐上郑州到山东泰安的火车，崔奶

奶终于舒了一口气。近 600 公里的颠
簸路程，为的是 20 多年前的一个承诺。

“实在抱歉啊，现在才把钱送来。”虽
然当年邮寄的是100元存款，崔奶奶执意
掏出2000多元钱递到老姐妹的手中。

“到山东的第二年，因家庭变故搬
了家，存款的事儿早忘了，可难为你
啦。”老姐妹拉着崔奶奶的手，说起往事
感慨不已。

“婆婆这事做得让人佩服。”刘敏
说。两家子女约好了，每年都要走两次
亲戚，让老姐妹俩多聚聚。两家还有一
个新约定，那就是要把两个老人之间的
故事讲给孩子们，传给孩子的孩子们。

刘敏把婆婆的故事讲给了社区的
姐妹，社区的姐妹又把故事讲给了孩子
们……就这样，崔奶奶重情守信的故事
在社区传开了。

诚信郑州

■诚信故事

人民日报8月10日头版头题“诚信中国”栏
目首篇报道《河南七旬老人打工还债十七
年“啥都可以晚，诚信晚不得”》，本报11日
全文转载，并在第一时间采访到花书增老
人，听他讲述自己的诚信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