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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于年过七旬的汤金德和何阿秀来说，
这是他们大半辈子认的“死理儿”，更是对亲友乡邻们六年来的承诺。

初冬，在长泰县坂里乡新春村寨郊 14 号的小院里，记者拜访了
这两位“执拗”的还债人。“替儿子把钱都还上了，终于可以松口气。”
何阿秀码放好手里的鸡蛋，笑着说，“没有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我
们肯定不会这么快还上，这恩情不能忘。”“对对。”坐在一旁的汤金德
抢过老伴儿的话头，“何况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呐，在脱贫路上可不能
拖政府的后腿，我们自己也得勤奋刻苦。”最近腰疾复发身体抱恙的
老汤，说起还债这事儿挺了挺腰杆，努力打起精神来。

六个年头，老两口的经历岂是这一两句就说得清呢？
2014 年 3 月，因误食采回的毒蘑菇，汤金德的儿子不幸中毒，被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接连一个多月的救治终告无效，儿子离世给汤金
德和老伴何阿秀留下巨大伤痛。抢救期间，老两口搭进去 7万元积蓄，
还欠下 24万元债务，这些钱都是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东拼西凑的。但
当时事发突然，连借条都没来得及写。看到汤家的不幸遭遇，再加上汤
金德羸弱的身体状况，“债主们”谁也没跟老人提还钱的事。但汤金德、
何阿秀把这事儿牢牢记在了心里，“大家都不容易，困难的时候人家帮
了我们，我们不能说事情过了就当做没发生呀。这钱必须还！”

可是，要怎么还呢？
那一年，何阿秀 64岁，汤金德 66岁，一个有关节炎，无法弯腰；一

个有腰疾，蹲下都困难。老汤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干重活，只能在家养
蛋鸡，所有的农活都落在何阿秀瘦弱的肩膀上。她起早贪黑，当起了

“拼命三郎”，有时候天还没亮，头戴着探照灯就在地里忙活。在家里
的四亩地上，种水稻、种韭菜、种辣椒、种玉米，什么赚钱种什么。乡亲
们见了，都时常过来搭把手。可是汤金德夫妇发现，无论怎么勤劳节
俭，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直至 2016年，受惠于精准扶贫政策，汤金德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持续低保兜底，身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汤金德得益于政府为
贫困户购买的扶贫保险政策，就医取药几乎不用额外花钱，孙女就学
享受教育扶贫“三免一补”政策。与此同时，针对汤家的各项产业扶贫
措施接连上马，中央产业扶贫资金补助到位，何阿秀参加“雨露计划”
培训，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乡党委、政府牵线搭桥，社会爱心人士累
计向老汤家捐助蛋鸡 350羽，乡政府干部、当地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
士纷纷购买“爱心蛋”，平均每月给他带来 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

老两口有了奔头，增了信心，成为乡里的脱贫能手和示范户。两
人平时舍不得乱用一分钱，即便是低保救助金，也要一分钱掰成两半
用，省下来的都用于还账。就这样，500 元、1000 元、1500 元……只要
家里一有收入，汤金德便委托女婿登门认债还款。村里哪家有喜事难
事，何阿秀主动前去帮忙，报答当年的救济之情。唯恐有所遗漏，他俩
在村里吩咐个遍：“谁家有事，千万记得通知我们一声。”

天道酬勤，今年农作物收成好、价格也不错，“辣椒卖了 2 万多
元，稻谷卖了 2000元，甜玉米卖了 4000元，鸡蛋差不多有 3万元……”
今年 10月，还完了最后一笔欠债，何阿秀激动得泪流满面。

脱了贫，还了债，轻松了。如今，老汤家又有了新的生活目标：盖

新房。 ⊙本报记者 张旭

七旬夫妇脱贫还债记
古农农场企业每年送汤金德家 100羽蛋鸡（2020年 6月） 徐智心 摄

汤金德、何阿秀夫妇在院子里摘花生（2020年 11月） 徐智心 摄

坂里乡技术员指导何阿秀种辣椒（2020年 11月） 徐智心 摄 坂里乡扶贫干部看望汤金德（2020年 11月） 徐智心 摄

何阿秀在采摘辣椒（2020年 11月） 徐智心 摄

汤金德视党徽如珍宝（2020年 12月） 游斐渊 摄

何阿秀扮靓老房子准备迎新年（2020年 12月） 游斐渊 摄穿上爱心企业家送来的新大衣，何阿秀笑了。（2020年 12月） 游斐渊 摄何阿秀在清点地瓜（2020年 12月） 张旭 摄

汤金德、何阿秀夫妇在自家小院门口小憩。脱了贫，还了债，轻松了。（2020年 12月） 游斐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