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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志伟在家按照名单联系债主沟通还债事宜 （牛志伟 供图）

代父还债 这条路他走了近6年

□ 本报记者 王砾尧

“别人春节回家是为了过年，

我春节回家是为了还债。”2016年

2月4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工作的

小伙子牛志伟，回到老家安徽省

临泉县范集乡，还清了父亲生前

欠下的最后一笔欠款。这个春

节，他终于可以卸下重担，轻松地

和家人过个安稳年了。为了这一

天，他努力了近6年。

8年前，牛志伟还在读大学

时，父亲突遇车祸去世，然而祸

不单行，由于父亲做生意借款，还

给家人留下了40多万元的债务。

事发后，作为长子的牛志伟在家

门口贴出认债告示，称父债子还，

承诺还清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

自那以后，一直到参加工作，

他省吃俭用，拼命攒钱还债。从最

初涉世未深的一名大学生，到如今

工作单位里的骨干力量，牛志伟一

步一步践行了自己的还债承诺。

承诺
就是还不了也要认债

上高中时，牛志伟的父亲牛

朝停在安徽省临泉范集乡开了一

家预制楼板厂，生意还算不错，在

乡邻乡亲之间，颇有一些名气。

2009年下半年，牛朝停的预制楼

板厂生意萧条，于是便到亳州等地

承包当地的农村房屋建设工程。

为了扩大生意，牛朝停先后向乡邻

乡亲借债，有些还是高额利息。

随着手头资金慢慢周转过

来，牛朝停眼看收获在望，但一

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车祸却夺去

了他的性命。2010年6月27日

傍晚，牛朝停骑摩托车回家，一

不小心撞上路边的电线杆，还没

等被送到医院便不治而亡。

彼时，远在黄山学院读书的

牛志伟，正在准备大二期末考

试。噩耗传来，牛志伟连夜赶回

老家为父亲办丧事。然而还没

等父亲的丧事办完，就有很多债

主找上门来。

“那时候去他们家要账的人

挤破门。很多债主担心欠账会

烂掉，逼着孤儿寡母立即还账。”

牛朝停当年的生意伙伴、同为债

主的李存贵回忆道。

“那两年，父亲为做生意多

次举债承包建筑工程。借钱时，

有一部分给人家打了借据，但是

相当一部分因为是熟人，就没有

借据，都是口头约定。因为父亲

生前讲信用，才有很多人借钱给

他。”牛志伟回忆说，自己还债时，

也有人说“欠钱的是你父亲，和你

没啥关系，你们兄妹还在读书，哪

有钱还呢，赶紧回去读书吧。”

但牛志伟却认为，虽然父亲

去世了，但债务还在，应该履约

还债，于是毅然扛起了父亲留下

的债务。母亲也支持他：“欠债

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还不

了也要认债！”

之后，牛志伟在家门口和父

亲的预制楼板厂门前都张贴了告

示，请债主们上门登记，商量还钱

计划，并表示父债子还，承诺6年~

8年内还清父亲欠的所有债务。

讨债
从满怀希望到渐渐失望

“父债子还，凡是父亲牛朝停

欠的债，今均由其子牛志伟偿

还，请尽快联系我……”这是牛

志伟在登出告示上的承诺。如

今忆起那个场景，牛志伟还历历

在目。当时来登记的债主中，凡

是有借据的，牛志伟就会在上面

加签自己的名字。没借据的，牛

志伟与母亲核实后，也会补个借

据给对方。

“当时我一口气签了100多

笔借条，总计42.8 万元。”对牛

志伟来说，这绝不是个小数目

——母亲没有工作，妹妹还在上

高中，自己也在上大学，之前父亲

的工作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如今不但父亲不在了，他们还要

还上这么一大笔债，但就是这样，

牛志伟仍然坚持还债。

一开始，牛志伟还觉得很有

希望。原来，牛志伟父亲出事以

后，他和妈妈根据家里账本和借

条等，对往来账目进行梳理，发

现其中有一些别人欠父亲的债

务或资金，如果别人欠父亲的钱

能全部要下来，加上把厂里的原

材料加工出售后，可以偿还大部

分债务。其中仅父亲2009年和

人合伙投资，合伙人就欠父亲34

万元。而实际情况是，虽然也有

个别人主动还钱，数额在1000

元~2000元左右，但还债的路远

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

“当时父亲的合伙人开始口

头承认有34万元的欠款，但到

后来，我几次上门，对方却闭门

不见。”为此牛志伟去亳州市找

过对方，但工程方说把钱给了父

亲的合伙人，而合伙人又说钱没

拿到。“还有1万元是2007年别

人问我家借的，有欠条，多次去

他家找不到人，到他家要电话号

码也不给。”很长一段时间里，总

能看见牛志伟拿着父亲的工程合

同四处要钱的身影，但大多无果。

要债时才发现讨债难，牛志

伟一开始还满怀希望，渐渐地失

望，随着父亲前期投资的几十万

元成了“无头账”，牛志伟近乎绝

望了。

还债
能穿出来的衣服只有一套

“别人欠我们钱，我们不能

欠别人的！”他迅速调整状态，重

新召集预制楼板厂工人开工，完

成手上剩下的订单。就这样，家

庭发生巨大变故之际，牛志伟逐

渐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2010年的暑假，牛志伟自

己开拖拉机送货、联系客户、做

售后服务……一个假期结束后，

他瘦了10多斤。

“让我感动的是，那两个月

里，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甚

至比以前更好了。”牛志伟告诉记

者，当时自己和母亲并不懂厂房的

生产管理，工人们体恤自己背负巨

债的情况，不仅更加用心生产，在

结算工钱时还有不少人先让牛志

伟还债，甚至还问牛志伟是否需要

帮助，这让牛志伟很意外。

2010年9月开学后，他回到

学校完成上一学期课程的补考，

又请了一个月假在家打理工

厂。牛志伟说，考虑到要完成学

业，加上很多工人还是想另谋出

路，工厂运转困难，他便把剩下

的原材料全部加工成产品售出，

随后便变卖了厂房。“产品和拖

拉机卖了，厂里能卖的全卖

了。”牛志伟说，在留了一点钱

供他和妹妹读书以及母亲基本

的生活费后，他将剩下的6万多

元也全用来还债。

为了让妹妹有好的学习条

件，牛志伟把妹妹带到黄山市屯

溪一中读高中，还一并把母亲接

到了屯溪一起照顾。一家人租了

房子，母亲也打零工养家。如今

已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的妹妹，

也全力支持他还债。妹妹上大学

后，也效仿哥哥，兼职家教工作。

“小牛聪明，很尊重别人，能

吃苦，中文功底不错。”黄山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的老师汪家庚

告诉记者，牛志伟在校时还是学

院校报和学院广播电台的编

辑。不过，家里发生重大变故

后，牛志伟只能舍弃爱好，学习

的同时到处挣钱。

“上大学时，我同时做了3份

家教，这些年想得最多的就是还

债，神经都有些衰弱了。”牛志伟

回忆道。

2012年6月，牛志伟从黄山

学院毕业，到了9月份，黄山风景

区的白云宾馆要招一位善于写

作的文员。汪家庚毫不犹豫地

推荐了牛志伟，称他文字好，做

事做人踏实。后来，牛志伟在该

宾馆当了文员，每月有了稳定且

在当地还算不错的收入。

“单位管吃管住，上班有工

作服的。”牛志伟说，每月的刚性

支出只有电话费和交通费等，基

本不超过100元。剩下的钱就

全部存起来用来还债。

平日里他吃的也节约，几个

馒头就榨菜就可以对付过去。

“这几年，能穿出来的衣服只有

一套，很少买，母亲也有四五年没

添新衣服了。”牛志伟说，单位的

微信公众号以前由他维护，但他

用的手机还是父亲生前买的，很

旧而且功能少，连微信文章也处

理不了。一直到2015年，同事买

了新手机，把淘汰的手机送给他，

牛志伟才有了好一些的手机。

由于表现优秀，工作一年后，

他被上级单位抽调挂职锻炼。挂

职期满后回到原单位，牛志伟升

职为人事行政部的企业文化主

管，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到2014年我一共积攒了

8万元，我的收入就是供妹妹读

书，其他几乎不花钱的，所以这几

年的钱全攒下来了。”牛志伟说。

也是这一年，牛志伟所在的

公司要出售部分住房，因楼层和户

型等因素价格很优惠，他从亲朋好

友那里借来30多万元，买下了一

套房子。“我把公积金全部取出来

了，为了还债真是想尽了办法。想

尽早兑现承诺。”为了还债，牛志伟

把买的新房子又卖了，一家人租了

一室一厅住，他睡沙发。

在还债之路上，牛志伟也收

获了很多感动。牛志伟告诉记

者，每次去还款时，都有债主说

“不急不急，你还在读书，你先

用。”这些债主非常信任他，不仅

不催，还问他需要不需要钱，可

以再借给他。“因为诚信才能赢

得尊重，他们的关怀让我更有信

心和动力去还债。”

开心
这几年苦日子没白过

这几年，牛志伟每年都会自

己回老家还债。“对所有的债主，每

次我按比例还款，每家都给点。”他

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有信心，知道

他在挣钱还债。不过，对家庭困难

的债主，他也会优先还债。

“他爸爸欠我 6万块钱，我

当时也担心（要不回来）的。”阜

阳市的姚启军说，牛朝停很讲信

用，没想到他儿子也这么好，不

仅当时承诺还款，这几年虽然家

里困难，还钱还很及时。“这孩子

太难得了。”

2016 年春节，牛志伟需要

给最后一批29个债主还款22万

元。这也是父亲生前欠下的最

后一部分债务。还上了这笔债

务，意味着6年多来压在他身上

的巨债负担就可以卸下了。

2月4日早晨，牛志伟从黄

山市坐火车赶到合肥，中午转车

到临泉县，第二天下午，事前收

到电话通知的20多个债主先后

来到牛志伟的家中，而大学放假

的妹妹也赶到家中，兄妹俩一起

招待客人，并陆续给到来的债主

偿还债务。

第一个领到的是牛文俊，现

金1万元；第二个是刘丽萍，领到

现金3万元……经过两个多小

时，大概在下午5点20分左右，

牛志伟兄妹俩终于发完桌子上

的22万余元现金。

“一周前，小牛打电话给我，说

今年腊月二十几晚上，到他家吃个

饭，一道把钱还了。”李存贵表示，

当年牛朝停和他之间的借款就是

口头的，原本不抱希望能要回来，

但是没想到牛志伟二话不说，先还

了一部分，后来陆续都还上了。

为何直接给现金，而不直接

打到他们的账户呢？牛志伟表

示，因为乡邻乡亲在当地交通不

方便，有的要走十几里地去找银

行取钱。此外，每次春节回家还

钱，都是提前电话通知，把大家请

到自己家里来，吃吃饭、聊聊天。

“我本来计划6年~8年还清

债务，没想到能提前还完，真是一

身轻松！”为了这一天，牛志伟已

经努力了5年多。“想到债务还

清，我就觉得这几年的苦日子没

白过，想想也是开心的、安心的。”

“还钱的时候感觉特别好。

每次还了一点，就觉得压在心里的

石头小了一些，离目标更近了。”牛

志伟说，也正是因为如此，即使长

期吃馒头就咸菜，他也觉得开心。

只是，以前因为债务会经常失眠，

以后可以安心睡觉了。

感动
牛家人值得深交、长交

“这兄妹俩说到做到，这信

义没话说！”一名拿到几万元钱

的生意人感慨地说，他见到不少

厂家因亏损倒闭而老板跑路的，

像牛家这样父债子还是很少见，

的确感人。

当最后29笔总计22万余的

现金堆在桌子上时，不少前来围

观的乡邻乡亲都交口称赞。拿

到还带着体温的钞票时，债主们

纷纷竖起大拇指：牛家人值得深

交、长交。

为了感谢乡邻一路以来的

支持，还完债务的当天晚上，牛

志伟花了700元，在镇上的酒店

摆了两桌席。“今天晚上，老少爷

们放开量，我们一醉方休！”牛志

伟高兴地说。

在晚上的饭桌上，牛志伟敬

了债主们三杯酒。“第一杯酒感

谢你们的理解、宽容，5年来很少

有人到家里讨债。第二杯酒感

谢你们的信任，愿意主动继续借

钱给我，这份信任是我宁愿被别

人坑、但不坑别人的动力。第三

杯酒敬我父亲，当年他到处托关

系、求人、花大笔的钱，把我和

妹妹送到县城读书，我们好几

百人的村庄，到现在本科生只有

4个，我们家占了俩。父亲改变

了我和妹妹的命运。如果我能

为社会带来一点点正能量，那就

够了。”

这些正能量，很快就体现出

来。债务全部还完后不久，有一

次牛志伟的外婆病危，住院要急

用钱，牛志伟的母亲问邻居借

1 万元，邻居东拼西凑才凑了

3000元，事后还因为没能凑齐

1 万元借款非常内疚地哭了起

来，牛志伟和家人很受感动。

牛志伟所在宾馆的负责人

骆晓勇告诉记者，牛志伟在单位

这几年一直很出色，中途还被多

次借调，大家对他评价也很好。

“他很诚实，做事认真，同事关系

也处理得很好。”骆晓勇称，就在

不久前，他被提拔为人事行政部

的企业文化主管。

经历了还债的磨炼，牛志伟

也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虽然

欠别人的债务已经还清，但他人

的欠款目前尚未追讨回来。对

此，他也决心继续通过法律解决

债务拖欠问题。

同时，他的生活也迎来了新

的篇章。前阵子，在牛志伟的朋

友圈里，他写道：“毕业工作6年，

搬了6次家，第7次终于住进属

于自己的小房子。”在这个房子

里，他迎娶了自己心爱的女孩

儿。“我们是2016年相恋的，那

时我刚刚还完债，一穷二白，但

对此她并不在意，让我很感动。”

想必是女孩儿看重了他的守诺

真诚，才把一生托付给了他。在

漫漫人生路途中，带着更多人的

信任与认可，期待他走得越来越

稳，越来越好。

□ 岁正阳

“双十一”电商购物节

即将到来，为营造守信营商

环境，推进网络诚信建设，

日前，由中央网信办主管的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召集 10 家知名电商企业在

京签署《电子商务诚信公

约》（以 下 简 称《诚 信 公

约》），承诺共同维护良好的

市场信用环境。

据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 合 会 副 秘 书 长 张 勇 介

绍，这份《诚信公约》，从七

个方面对电商行为进行了

约束，首先是强调货真价

实，严把进场商品质量，坚

决抵制假冒伪劣；其次做到

童叟无欺，实事求是推广宣

传，坚决抵制虚假广告。此

外，公约还从保护数据安

全、抵制刷单炒信、抵制恶

意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约定。

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

工作局副局长、中国网络社

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赵晖

表示，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加强网络诚信建

设，已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

迫切课题和重要内容。“网

络谣言、虚假广告、虚假交

易等网络失信现象充斥网

络空间，污染了网络环境，

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

网民利益。通过线下电商

平台签署电子商务诚信公

约、线上网商签署电子商

务诚信商家承诺书这样的

形式，意在强化电商企业

社会责任意识，宣传电商

企业诚信理念，表明电商

企业诚信决心，努力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网络诚信是构建诚信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

子商务作为互联网重要组

成部分，其诚信度如何，不

仅事关电商企业的发展，更

关乎着网络诚信与社会诚

信。尤其是2019年1月1日

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更

是从立法高度对电子商务

诚信建设作出规范。

“事实上，电子商务诚

信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约

束，也有赖于监管制度的完

善，而更尤为重要的是行业

自身的高度自律，或言之就

是良好的自我‘修身’。”中

国网发表的评论表示，上述

10家互联网企业提出的《诚

信 公 约》无 疑 就 是 在“ 修

身”。各电子商务平台关键

要恪守经营之道，始终知行

合一，不辱“诚信”二字。

光明网发表评论称，建

设网络强国，不仅技术硬件

要强，诚信软件也不能弱。

净化电子商务市场、规范电

子商务行为，既要职能作

为，更要合力共治。10家电

商企业的诚信签名，既是企

业社会责任的彰显，亦是身

先士卒的宣言。

《新快报》从两个方面

对《诚信公约》点赞：《诚信

公 约 》重 构 电 商“ 薪 生

态”——既是对电商的“薪

保护”,又是对电商的“薪鞭

策”。唯有让信用经济成为

“良币”,并且给予市场提供

“良币驱逐劣币”的机会,让

“良币”的市场地位显著提升,

让“劣币”的市场空间逐渐萎

缩,健康的电商才有生命力,创

新的电商方能创“薪”。

物联万物，因网而兴。

美好的网络生活，需要风清

气正的网络空间。在这个

空间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要

尽心出力，权责对等，规范

严明，只有这样，电子商务

领域的诚信之风，才会让消

费者放心省心，更会让我们

的网络世界“入目皆芷荷、

扑鼻是芝兰”。

本报讯 记者王砾尧

报道 近日，《广东省铁路

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立法程序通过，《条

例》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

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

得强占他人座位。有关部

门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

法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

戒。《条例》将于今年12月

1日起施行。

乘客乘坐高铁或火车，

强占他人座位究竟是法律

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一直受

社会关注和争议。此次《条

例》的条文中对旅客的相关

乘车秩序进行了明确。条

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车

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并

公开纸质、电子车票的使用

规则。无有效车票、车票所

记载身份信息与本人真实

身份信息不符的，铁路运输

企业有权拒绝其进站乘

车。旅客应当按照车票载

明的座位乘车，不得强占他

人座位。

《条例》还规定，铁路运

输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建立

健全铁路旅客信用信息管

理制度，对扰乱铁路站车运

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

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以及

严重违反铁路运输企业安

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失信行

为进行记录，并按照规定推

送全国和地方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有关部门和铁路

运输企业应当依法对失信

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此外，《条例》明确了四

种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围

堵列车、阻碍发车，或者采

取强行登乘、拒绝下车等方

式影响列车运行；在铁路线

路上放置、遗弃障碍物或者

在铁路线路上飞行无人驾

驶航空器；向运行中的列车

抛掷影响行车安全的物品；

在禁止吸烟的列车上、列车

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者能

够产生烟雾的香烟替代品

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

止行为。如若实施这些禁

止行为，将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的罚款。

“修身”
是电商诚信的关键一环

广东明确四种危害铁路安全行为
霸座行为将被联合惩戒

当时还是在校大学生的牛志伟，面对突如其来的几十万

元巨债，选择主动张贴告示寻找债主。5年多里，他节衣缩食、

拼命攒钱，最终还上了巨额债务。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

这天经地义的背后，还有牛志伟对“别人欠我，我不欠人”的履

行和坚守。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