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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实习生 李宜
书）舞阳县莲花镇弯庄村有一座长约60
米、宽两米多的水泥桥，横跨澧河两
岸，连通舞阳县九街镇和莲花镇。附近
村民都把这座桥称为“新民桥”。“这是
我们村独臂老人弯新民自掏腰包修的。”
弯庄村村支书弯增产说。

大大方便附近群众

清澈的澧河水，把弯庄村拥在怀
里。初春时节，澧河坡上油菜花开得正

欢。3 月 2 日上午，记者来到“新民
桥”，见桥两边是钢筋栏杆，桥下是水泥
墩子。

“这座桥的作用可大了。”一名到澧
河南岸九街镇徐集村的建筑工人告诉记
者，附近九街镇和莲花镇的几十个村子
被澧河隔开，以前两岸的村民到对岸，
都要绕十多里路，走包庄村的桥才能过
河。

徐集村村民孙怀周说，20世纪90年
代，这段澧河上曾有两个渡口，一个是
杨桂庄渡口，一个是弯庄渡口。后来两

个渡口不能用了，周边上万人过河变得
不便。

为修桥借款三万多

河坡两间平房里，记者见到了55岁
的弯新民。多年前，他的一条胳膊被玉
米脱粒机绞断。只有一条胳膊，弯新民
缘何自掏腰包修桥？

“1987年，我曾和村民弯保民一起
修东边的那座老桥。没有渡口了，村里
的 1400 多口人一见着我就问，‘老弯，
啥时候给咱村再修座桥啊？’”弯新民告
诉记者，村民们只是随口说说，他却当
了真。

“当年和我一道修桥的弯保民走了，
我考虑再三，决心修一座新桥。”弯新民
告诉记者。

为攒钱修桥，弯新民曾在江苏省昆
山市当了三年保安，而后又在漯河市区
当了两年保安。但是，资金仍有三万多
的缺口。最后，他向亲友借钱补上了缺
口。

“新民为了修这座桥，连续两个月都
住在河坡里。”弯增产告诉记者，2015
年 10月，“新民桥”破土动工。弯新民
和妻子在河坡里搭了一个帐篷，天天住
在河坡里，直到2015年12月桥修好。

过桥人给他塞钱

临近中午，一群建筑工人骑摩托车
过桥回家。

见到弯新民，一名建筑工人往他手
里塞了一元钱：“过桥不收钱，但这桥是
人家自己掏腰包修的，不能不感恩。”

“我每天都要去九街镇信用社上
班。”家住澧河北岸史渡口村的史爱琴
说，过桥时，她也常往弯新民手里塞钱。

史爱琴说，这座桥桥面很结实，小
轿车都能过。

每天，弯新民早早就来到河坡两间
平房里，一是守护这座新桥，二是给人
指路。

“现在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澧河两边的
斜坡能变成水泥路，那样过桥的村民就
更方便了。”弯新民说。

当五年保安攒钱 又借亲友三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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