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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出动摸排，离不开
利器网兜和铁钩。而厉风救援
队的“看家宝”是 70 多岁的老
渔民亲手制作的鱼钩，市面上
难以买到相似的产品。

看似轻薄的鱼钩韧力却极
强，不会轻易折断。两人拉着
两头在渔船上拉开摸排，遇到
遗体就会挂住。有时 110、119
都会向他们求援。

2013 年，河北邯郸接到一
起报案，打捞无从下手，他们
出动 6 人，跨省支援。有时，
队长则在电话里技术分析支
援外省的救援。他们的救援
范围，已不仅仅是中牟黄河
段。近到附近的洛阳等地市，

远则跨省出征。
赤脚光身在太阳下工作，

成了许多队员的“标配”。炙热
的夏天，队员们都晒得脱了皮，
有时热得受不住下水泡泡就又
立马上船。

王喜军告诉记者，救援也
不是每次都能成功。遇到杂草
丛生和复杂的水底，钩子往往
被挂住，难以行进。“这个时候
我们也无能为力。”

“这些年来，溺水的啥情况
都有，游泳的、坐船的、喝酒的、
自杀的，有时我们一天接到四
五起电话，可是设备有限，忙也
忙不过来。只盼大家多点安全
意识，让悲剧不再发生。”

朱肖云，女，51岁，中牟县
裕康酱菜厂厂长。
她致富不忘回报社会，不忘
家乡父老和困难群体，多年
来一直热心公益慈善事
业。20年来，为家乡建设、
贫困学子、困难家庭、汶川
地震、玉树地震、敬老院等
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达90余
万元。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刘客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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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肖云是中牟县刘集镇
崔庄村人。上世纪 90 年代，
朱肖云拿着手里仅有的 400
元钱办起了酱菜厂。雇不起
工人，她就自己充当劳力；买
不起机器，就用木板等材料
自制“擦子”。就这样，第一
年，她用吃苦耐劳的精神赚
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8 年，朱肖云打算扩
大厂的规模，从蒜农手里赊
购 60 多万斤鲜蒜，全部腌制
成糖蒜。可是，之后当地糖
蒜的价格直线下滑。如果以
当时便宜的价格卖掉，必将
赔本，乡亲们的钱也还不上。

为走出困境，她带上锅
碗瓢盆、行李被褥来到西安，
到各个农贸市场去联系客
户。看到卖糖蒜的，她就把

名称、地址、电话记在本子
上。3天时间，她登记了60多
家客户信息。在市场调查和
销售中，经常会遇到阻力和
困难，她总是暗暗地鼓励自
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乡亲们
的钱还上。

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她
就售出了 20 多万斤糖蒜，还
上了部分欠款。回到厂里，
她又马不停蹄地跑到郑州小
商品城，批了些年画、对联拿
到中牟县自由贸易区去卖。
为了占个好位置，每天夜里
一两点钟，当别人还在温暖
的被窝里做着美梦时，她就
顶风冒雪地去抢地方。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她多方努
力，最终她将剩余的欠款全
部还上。

朱肖云说：“做企业要先
做人，做人要从诚信做起。”

就拿进购原材料来说，收
购质量高、品质好的萝卜条每
公斤9块多，而如果收购品质
差的萝卜条每公斤6块多，一
吨相差将近3000元。裕康酱
菜厂每年要收购萝卜条七八
百吨，仅此一项，一年就提高
200 万元成本。但本着对企
业、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朱
肖云宁肯降低利润也要采购
高标准的原材料。

朱肖云要求质检人员在
产品质量上严格把关，发现不
合格的产品一律封库，决不允
许流入市场。从建厂到现在，
中牟县裕康酱菜厂20年来从
未出现过食品安全事故，在国
家、省、市、县各个级别的抽检
中合格率均为100%。

中牟县裕康酱菜厂连续
多年被县工商局评为“文明
工商户”，被评为 2011、2012
年度县“食品安全诚信经营
企业先进单位”。

诚信经营对消费者负责

为还债雪地里摆摊

厉
风
救
援
队
：
常
年
免
费
打
捞
溺
水
者
遗
体

在黄河岸边，有一群捕鱼人，他们泡着黄河水长大。对黄河
的敬畏和感恩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为那些因黄河逝去的生命
送上尘世归乡路。他们就是中牟黄河大堤旁的厉风义务救
援队。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刘客白 文/图

今年 40 多岁的王喜军是
队伍的核心人物，也是队伍的
创建者。2012 年，只有王喜军
一人，如今却发展到五六十人，
队员们都是自发加入。

队里年纪最大的是一位
70 岁老者，凭对黄河水性的透
彻了解做技术指导；年纪最小
的为 22 岁青年，赤着足底随时
准备下河打捞；还有 4 名女性，
负责档案记录和后勤整理。这
群队员，除了平时回家种地劳
作之余，经常聚集在黄河大堤
旁的营地里，随时待命。

救援队目前拥有 20 多条
冲锋舟，每次出动的油费都是

自己承担。几十名渔民除了自
己种地的收入，将打鱼的收入
都汇总在一起，作为队伍的共
同经费。去年，10 万元的收
入，光几只船的油费和维护就
花掉 8 万元，剩下的 2 万元钱，
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几百
块。

去年夏天，黄河下游发生
了一起祖孙三代同时溺水的事
件。家属联系上王喜军后，他
们连续搜救6天6夜，终于将落
水者的遗体全部找到。后来家
属们塞钱，他说啥也不要。

王喜军说，因为看不惯挟
尸要价，才成立的这个队伍。

为了应急突发情况，每天
晚上，黄河大堤上的营地里都
会有 2～3 名队员值通宵班。
铁皮屋里一张床，另一张床则
摆在户外的沙土地上。

“要加入我们，首先要有良
好的水性，这是必备条件。其
次不能把钱看得太重。”王喜军
说，这个不大的队伍里不乏因
拆迁分地而得到丰厚赔偿的千
万富翁，但他们的言行不显山
不露水，干活时一样听从指挥。

当然，也有离开队伍的成

员。据王喜军介绍，加入的队
员发现干了几次活，真的没钱
赚，就退出了。他告诉记者：

“我们今年已经打捞了四五十
具遗体，如果真的收钱，一具就
按 5000 元的话，大家的收入
也不薄。”

有一次，队伍打捞几天，终
于救出了一对溺水的双胞胎。
过于悲痛的家属看见孩子，甚
至忘了道谢，就领走了遗体。

“我们都理解家属的心情，并不
抱怨，因为我们啥也不图！”

一年免费打捞50具遗体

名声传扬，被邀跨县跨市跨省出征朱肖云的厂紧挨着镇敬
老院，每到逢年过节，朱肖云
都要为敬老院每位老人发100
元现金，添置新棉衣，送去营
养品。为支持教育事业，她每
年都为镇中心学校捐资 2000
元，为家乡小学捐赠图书、体
育器材和学习用具。

2013年8月，朱肖云邀请
镇妇联、工会组织全厂职工
为闫钦钦等困难家庭学子开
展“2013 年度金秋助学”活
动，捐助现金 28829 元，圆了
他们的大学梦。

为改善家乡面貌，朱肖
云多次义务修补家乡公路；
2013 年花费 2.9 万元为崔庄
村安装路灯；为支持三农，农
忙时节她为崔庄老百姓发放

酱菜，仅 2013 年免费发放的
酱菜即价值 6 万元；在 2013
年“郑州慈善日”中牟捐款活
动中捐款18万元。

2011年以来，每年三八妇
女节，她都要拿出1万元现金
用于救助贫困妇女儿童；2014
年朱肖云出资10万元与镇妇
联、工会成立“贫困妇女儿童救
助基金会”。点滴善心汇聚成
爱的暖流，20年来朱肖云为社
会捐款捐物价值90多万元。

朱肖云的办公室里挂着
这样一幅字画：“感恩 和谐
奉献”，她以此作为立身之
本。熟悉她的人听她提到最
多的就是“感恩”，她把自己
的成功大部分都归功于家庭
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