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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付德：在外代表的是漯河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实 习 生 杨 淇

“要是再晚来几天，你就见不到我
了。这几天就等通知准备回工地哩。”2
月15日上午，当记者见到他时，老侯正
准备返程去唐山迁安。

老侯名叫侯付德，家在召陵区老窝
镇。打工多年，在市区买了房子。他是
个普通的农民工，近些年来领着几十号
农民工弟兄转战祖国南北。2003 年，参
与建设小汤山医院，2008年建设过鸟巢。

去年，老侯带领老窝、龙城、新店
等地的30多位农民工兄弟在唐山迁安的
一栋综合服务楼搞二次装修。“不是吹
的，咱漯河的农民工在外面的口碑是相
当好的。”老侯很自信。尤其是油漆工，
在外地很有市场。

“好名声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
的。”老侯说话很直白。说句实在话，刚
开始进入工地，别人一问是河南的，并
不看好能承担如此重要的工程，但是接
触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认为漯河人

“老实、能干、任劳任怨”。
2008年，老侯从漯河带去100多个家

乡的农民工兄弟，参与了鸟巢10万个座
椅的安装工作。由于工期紧，任务重，
老侯他们不讲价钱，加班加点，赶工
期。终于提前而且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分
包的任务，得到建设方的高度评价。

“咱们出去就是干活的，代表的是
漯河的形象、河南的形象，咱可不能给
家乡人丢脸！”老侯经常这样对工友们
说。口碑好了，不但为自己也为家乡其
他的农民工兄弟创造好的打工环境。

2015 年春节过后，老侯和工友来到

唐山迁安。刚刚到工地不久发生的一件
事，让建设方和其他地方工友对他们刮
目相看。

一天夜里，天气突然降温，雨夹雪
随之而下。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工地
上一片寂静，只听外边寒风的“嗖嗖”
声。“老侯，快喊兄弟们起来，抓紧时间
把水泥苫好，要不水泥就毁了。”门外传
来急促的敲门声。听到这里，老侯迅速
穿衣，并通知工友，一起冒着风雪去盖
工地上堆放的水泥。

“工地上的袋装水泥有几千吨，大

家干 3、4 个小时才收工。”老侯对记者
说。几个小时下来，大家累的上气不接
下气。这件事后，老侯他们并没有要求
额外加薪，只是按正常工时算工资。几
天后，工地上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告诉老
侯：“你们真是好样的。那天，你们的行
动速度最快，还不讲条件。”

果不其然，随后，工地召开大会，
有关负责人专门表扬了老侯他们：“听从
指挥，能打硬仗！”

“其实这也是对咱漯河农民工、河
南农民工的褒奖！”老侯说。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实 习 生 陈金旭

“四面环山出白云，十里长亭居其中”，
这是古人对江苏省无锡市云亭镇充满诗情的描
写。而在万要杰和周艳琪的眼中，云亭是一个
充满温情的地方。42 岁的万要杰是召陵区翟
庄街道冯庄村的普通村民，他和妻子周艳琪在
云亭打工十几年，与云亭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 年之前，万要杰在我市一家面粉机
械厂工作，因效益不是太好，万要杰和妻子决
定外出打工，寻思着正好家里有亲戚在无锡可
以相互照应，两人便南下至云亭，开始闯荡。

刚开始，两人租住在一间20平米的小房
子里。几经思考，万要杰选择了老本行，机械
加工。周艳琪则拜师学艺，两三个月的时间便
学会了纺织。无奈赶上“非典”，周艳琪半年
的时间都没能找到工作。家里的亲戚帮忙张罗
其他工作，周艳琪则坚持，“我既然学了这门
手艺，就想用这份手艺赚钱。”凭借着这份执
着，周艳琪终于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

两个人的勤奋、努力和踏实肯干，刷新了
镇上的人对自己的认识，周艳琪学艺的师傅还
把自己的地让给周艳琪夫妇种蔬菜，两人种的
菜能自给自足，多余的还送给邻居。

条件改善后，两人租住到离工作单位更近
的房子。房东是个留守老人，周艳琪没事就帮
老人打扫卫生。因和老人相处融洽，夫妇俩回
乡探亲，老人还会想念他们。周艳琪不无感慨
地说：“要让人家看得起，还得自己努力。经
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之后，镇上的人就信
任咱了，对自己就像亲人一样。”

虽然在外工作很顺利，但是日常生活难免
会有些小插曲，而正是这些小插曲让两人之间
更为互相依赖，互相温暖。有段时间，万要杰
感冒了，周艳琪再三催促他去看病，但万要杰
觉得“小感冒，扛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越
拖，感冒越严重，周艳琪于是硬逼着万要杰去
输水，一边陪他聊天，一边端茶倒水。经过周
艳琪的精心照顾，万要杰的感冒很快就好了。

周艳琪做的纺织工一天要连续工作12个
小时，长时间的工作难免让人疲惫不堪，南方
常吃米饭，虽然工作餐很好，但是顿顿米饭难
免让周艳琪想念家乡的面食。每当这时，万要
杰都会围上围裙，煎个鸡蛋，捻点葱花，放点
青菜，为妻子做一顿汤面条。提到丈夫的体
贴，细心，周艳琪的眼睛亮亮的，“看着热乎
乎的面条，真的觉得心里也暖乎乎的。”

如今老家的房子从以前的“伸手能摸住门
框”的小三间变成了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生
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老人年纪大了，
身体不如从前，我们要多尽孝。”周艳琪说道。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每年新春佳节时，回家团圆，还是异
地过年，成为了奔波在外游子纠结的问
题。如今新年假期已过，很多游子把离愁
别绪装进行囊，有的已经离家踏上返程
路。对于在上海创业的解军红来说，也要
启程返回上海了。2月15日上午，记者采
访了他，了解他创业路上的故事。

1990 年，家住郾城区白庙村的解军
红随着打工大潮，背起铺盖来到上海，那
时他才 15 岁，是第一次出远门。到上海
之后，因为不好找工作，解军红带的钱很
快就花完了，这个从来没操过心的小伙子
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因为学历低、年龄小，找工作遭到
了很多商家的拒绝。最后跟着一个老乡在
修车的店里当学徒，学手艺。”解军红告
诉记者，当时啥都干，也不怕苦不怕累，
更不怕脏。

就这样，解军红通过十年的拼搏努
力，在 2002 年开了属于自己的门店。门
店刚开张时没有生意，身上剩的钱，让解
军红和老家许昌的妻子连饭都吃不饱。

“但儿子的到来，让我不能被打倒，要努
力做好生意。”解军红说道。

开店的第5天，他们接到了第一笔生

意。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解军红和妻子
都没有抱怨。“我们能吃苦，别人觉得又
脏又累不赚钱的活，我们都接下来。”潘
喜红说，在夫妻俩真诚、热心的服务下，

越来越多的顾客认可他们，有几个做工程
的大客户主动找上门，小店的生意逐渐红
火起来。

经过解军红和妻子的努力，他们的生
意越做越好。“现在基本上接的是大生
意，不过小的工程活，我们也接。只要我
们能做的活，我们都会完完美美的给客户
们做好，让他们满意。”解军红告诉记
者，每一次接的单子都会上万元。“去年
一年接了几个上海一些大厂的单子，年还
没有过完，就有客户打电话让去拉活。”
解军红笑呵呵地说道。

解军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读八
年级，小儿子小学六年级。面对孩子，他
告诉记者：“这么努力的挣钱，只为让孩
子们和亲人过得更好。通过这几年的努
力，也买了两辆车和两套房子，并且生活
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解军红说：“我非常怀念12年来的激
情时光，在激情中创业、工作，能够焕发
出无穷的力量。”

“今年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还是比
较大的，特别是一些乡村的道路硬化等方
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文化水平
低，我也会回到家乡来创业。”解军红告
诉记者。

“我的学问低，俺老婆的学问高。这
几年她也帮我了不少，后来在经营中不断
摸索，不断提升，不断向好的企业借鉴经
验，各方面都取得不小的进步。”解军红
笑呵呵地说。

有感于自己这几年的亲身经历，解军
红有了准备在上海开公司、长远发展的愿
望。他说正像一首歌曲里唱的：心若在，
梦就在。他要放飞自己的梦想，自己以后
会走得更远。

解军红：有梦想会走得更远

幸福的一家三口。

侯付德有空时爱看点书。

解军红在家，准备出发去上海。

万要杰夫妇：

自己够努力
别人才看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