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皇县许亭乡北水峪村村民
郭运芳/口述
记者 马利 吴韬/采访整理

今年我家最高兴的事就是闺女西
诺考上正定中学，拿着她的录取通知
书，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看着看着
还笑出了声。

说起上学这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一
个结。

1996 年我初中毕业后，家里穷得
供不起我上学了。当时我就想，将来不
管多难，都要供孩子上学。后来我结婚
了，有了孩子，给孩子起名叫西诺，“西”
是因为我家住村西，“诺”的意思，就是
要记住这个承诺。

为了让西诺上学，我竭尽所能。西
诺刚上小学，我就到县城小饭店打工挣
钱，她爱吃我做的饭，每天天不亮我就
起床做饭，晚上一收工，就一路颠簸往
家赶。当时通往县城的路还是土道，一
路上坑坑洼洼，骑摩托车得一个小时。

再苦再累，看到西诺都不算啥了。
这孩子又聪明又用功，考试经常得第
一。可到了高年级，数学求表面积遇到
坎儿了。黑板上只能画出正方体的 3
个面，老师却说是有 6 个面，孩子们都
绕不过弯来，做题就更不灵了，经常少
算一两个面。我拿纸箱子给她比划，一
面一面地数，她还是不太明白。

我打工的小饭馆里，有县城学校的
老师来吃饭，我跟人家唠嗑，说孩子看
到表面积的题就紧张，那个老师说光靠
粉笔跟黑板展示不出来，现在上课用投
影仪，立体直观，学生一点就透。

孩子的学习耽误不起，北水峪的
很多乡亲盘算着想送孩子到城里上
学，也有人找村里让村干部到乡上、县
上给呼吁。后来我听说在石家庄打
工，孩子就是外来务工子女，就能在市
里上学，就动了念想——我在县城打
工，不就能让孩子在县城上学？

2015 年，西诺终于进城上学了，在
赞皇二中上初一。这可不是择校，石家
庄搞山区教育扶贫，赞皇、平山、行唐、
井陉、灵寿、元氏这 6 个山区县的深山
区学生，都集中安置在城镇免费读书，
这可把我们全家高兴坏了。

送西诺去上学，我先奔进了教学
楼，就是要看看投影是咋回事，老师正
用电子白板播放变色龙、枯叶蝶的照片
和录像，说这是拟态，我琢磨这么讲课，

学生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么好的条件，有的老乡却面露难

色，嘀咕着往后还得掏住宿费、伙食费、
交通费，花销比在村里上学大多了。正
在发愁，班主任送来定心丸，按照政策，
家庭困难的学生除了免收住宿费外，每
年还会有 2400 元的生活补助和 450 元
的交通补助，不用家里再贴钱了！

西诺吃住都在学校，我也解放了，
就跟媳妇合计，打零工挣小钱没奔头，
趁着年富力强，俩人一块进城找个工
作，离西诺近，挣钱也多。

万事开头难，我媳妇在大街上一个
店铺接一个地问，发现好一点的工作对
学历和技术都有要求，一次又一次碰壁
后，她认识到干啥都离不开知识。正巧
县里组织幼师培训班，她赶紧报上名，
抓住了学习的机会。

我 虽 有 厨 艺 ，却 一 直 找 不 到 门
路。进城的第二年，机会来了，县里
举办厨艺大赛，考题是用赞皇特产做
菜，我做的琥珀桃仁和养生土鸡都得
了奖，这让我有了底气，腰板更直了，
通过这个活动让我结识了很多同行，
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菜式，不仅厨艺
进步快，朋友也多了。

最开心的还是西诺，新学校注重素
质培养，歌咏比赛、诗朗诵、作文比赛、
辩论会、运动会⋯⋯一学期组织的活动

比小学 6 年都多。西诺经常拿奖状回
来，我都给她贴到墙上，搬家的时候墙
上贴满了奖状，房东不让我收拾，说就
凭这面墙，房子都会有人抢着租。

今年春天丹麦学生来赞皇二中访
问，西诺教人家剪窗花、写毛笔字，还一
块跳竹竿舞。当时西诺他们都穿着长
袖衣裤，丹麦的学生们却一水儿夏装，
西诺好奇问人家为啥这么抗冻，笑翻全
场。小时候见了生人就脸红的西诺，已
经出落得机灵、大方。

现如今，我们一家是齐头并进。
我媳妇凭着幼教专长，当上了儿童图
书管理员，我在大饭店里从厨师升到
了管理层，家里一年收入五六万元。
我们在县城买了新房，开上了小汽车，
回北水峪的柏油路也修好了，一溜烟
的 工 夫 就 能 到 老 家 了 。 进 村 一 看 ，
嗬！乡亲们都盖起了镶瓷砖的大瓦
房，不过，最气派的还是村里二层楼的
小学，听说里面桌椅都是成套的，也有
了投影仪，教学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这两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多
了，听说高考时国家惦记着贫困地区的
学生，特别给这些孩子留出来名牌大学
的录取名额，我和西诺说，你可赶上好
时代了，你得好好学，多长本事，将来好
为国家作贡献。为了美好的生活打拼，
咱全家人一起加油！

新乐县消费者协会首任会长袁荣
申，在向记者讲述他在 2008 年央视

“3·15 晚会”上获得特别贡献奖时的
情形。

记者 赵 杰摄

12月6日，76岁的贾增文在展示他的日记。
记者 史晟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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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郭运芳和妻子到
正定中学看望在该校就读高一的女
儿西诺。

记者 陈建宇摄

乔建珍（左三）回国期间，回
到学校看望巴西里约葡中双语中
学的留学生。 记者 赵海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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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 乔建珍/口述
记者 薛惠娟/采访整理

我是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担任巴
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里
约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单位是河北大学，成立之
初需要一个会葡语的中方院长。因为学过葡语，
我被推荐参加了中方的面试，并得到了这个
职位。

2012年4月上任，巴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国
家，而中国对巴西人来说也是如此。那时我在大
学图书馆只找到 6 本关于中国的书，出门也常被
认成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在巴西人眼中，中国很
遥远、很落后，以至于房东刚开始时不让我独自
使用洗衣机，怕我不会用。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在全世界的影响
力也与日俱增。我觉得，一定要传播好中国文化，
让巴西人认识真正的中国。

在里约孔院，我们开设一系列汉语课程，举
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慢慢地激起了他们对中
国文化的好奇心和学习汉语的热情。2012 年，举
办了第一届“中国文化周活动”，开设“功夫班”，
举办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巴关系等主题讲座，
引起很大反响。同时，“汉语”及用葡语讲授的“中
国文化介绍”两门课程进入了里约大学的学分制
体系。

2013 年 7 月，我们组织了首届“里约孔子学
院夏令营”活动，20 位来自巴西 3 个州的 4 所大
学的孔院学生度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文化体验
之旅。我们还在春节、元宵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教
大家剪纸、写对联、包饺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巴西人开始对中国产生
兴趣，希望了解中国。

今年9月21日，是里约葡中双语学校大楼启
动四周年。这所学校是由里约孔院和里约州政府
合作举办的巴西首所葡中双语学校。2013年6月
合作协议签订后，我们便四处寻找办学场地，设
计施工图纸，甚至每天到现场监督施工。学校是
由一座有 160 年历史的公主行宫改造完成的，教
学区的建筑面积有1018.4平方米，设施齐全。

2015 年 2 月学校正式运行。因为和中国不
同，巴西的学生大多只上半天课，而葡中双语学
校是全日制的。不同的学制能不能得到认可，我
们心里没底。没想到招生当天场面相当火爆，报
名人数远超招生人数。

如今，我们学校在巴西教育部的各项指标评
估中被列为里约州最好的州立学校。现在要进入
这所学校可以说是“一位难求”。

组织巴西中学生“汉语桥”比赛，并分别在世
界“汉语桥”大学生、中学生比赛中获奖，推荐巴西
学生到中国上学，如今在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地区，
里约孔院的影响力逐渐提高，教学点也由原来里

约州的2个扩大到了3个州的6个。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中资企业、中国人来到巴西开展投资、贸易。这也
为巴西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为满足他们的需
求，我们除了普通汉语课程外，还开设了“商务汉
语”等课程，增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和汉
语口语水平考试（HSKK）。

到中国看看，成为很多巴西人的愿望，他们
希望看看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中国什么样。这次
我就是陪同里约州政府官员访问团回来的。

为了让巴西客人了解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
我特意在一天早上带他们到省会西清公园走走。
看到许多老人正在跳广场舞、练太极拳、踢毽子、
打羽毛球，热闹又和谐，访问团成员深受感染，也
一同加入到晨练的队伍中。他们的到来，也得到
了中国老人的热烈欢迎。离开时，他们和老人合
影留念：“生活在中国真是太幸福了！”

6 年多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14 年
12 月，里约孔院获得“全球优秀孔子学院”称号，
是当年拉美地区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学院。当
年，我个人获得了巴西劳工部颁发的五一劳动者
勋章，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外国人。

我的搭档、里约孔院巴方院长阿德里亚娜
说，孔院让巴西人对“教育改变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孔院的任期期满后，我申请继续留下来。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工作忙碌，但是这里人们对
中国的信任和肯定让我很感动。每天上下班，路
旁的商贩会打招呼问“你好”，小区的保安也会
挥手说“再见”，更有不少人热情地打问中国的
情况。

走出去便会海阔天空，从一名普通教师到传
播中国文化的使者，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朋友圈
遍布全世界。我更希望在我的余生，继续当好中
巴文化交流的使者，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让世
界分享中华文化。

□藁城区牛家庄村农民 贾增文/口述
记者 赵书华 任学光/采访整理

我从 1959 年开始坚持写日记，至今已写了
108本。这些日记里，既有对过去缺吃少穿年代的
生活描述，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幸福生活的记录。
没事的时候，翻一翻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忆，
今昔对比，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生活能这样好！

我今年 76 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上了 5 年
小学。最初写日记是为了听老师的话，多写字学
文化。“1959 年 9 月 16 日，今天夜晚，我去看电
影。”这就是我写的第一篇日记。在我的日记里，
三年困难时期给我印象太深刻了，那时的人们吃
树叶、啃树皮，我亲眼看见村里有个妇女一边捋
树叶，一边大把大把往嘴里塞。我后来出去拉红
砂，下煤窑，想尽办法干活都是为了有口饭吃。

要说真正解决温饱问题，还就是改革开放后
实行的包产到户。我们藁城是在 1982 年开始搞
大包干的，我的日记里记着呢。包产到户让人们
有了生产积极性，人们不仅干活的劲头儿足了，
还特别舍得在田地上投入，翻地、拉粪、施肥、浇
水，种地像绣花。包产到户第一年，我家的 4 亩地
打了30多袋麦子，终于吃上了白面馒头！

吃不愁了，穿的用的也开始丰富起来，农村
集市上各种成衣、布料啥都有，手表、缝纫机、新家
具开始进入百姓家，你看这篇日记：“1986 年 12
月3日，我今天去城里买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
视机，星海牌的，晚上，一家人也能看上电视了！”

我刚开始记日记时，买不起本子，都是拾一
些旧草纸、牛皮纸、旧账本捯饬成小本子。改革开
放后，我买得起日记本了，还都是带着封皮的。生
活过得越来越有劲，每天不管干活结束得多晚，
我都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晚上睡觉才踏实。

“2004年5月18日，今天在大队支地补款，一
亩 13.5 元，我们支 32.3 元，书良支 54 元。”这篇日
记记的可是一件大事。“皇粮国税”农民缴了两千
年，现在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能领补贴，谁能想
到！还有合作医疗，那时候，个人一年交 10 块钱，
就能报销不少。这些年，国家出台的关于农业农村
的文件特别多，都是关于粮食生产、农民收入的，
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爱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提出提升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词在我们这儿都能
对得上。先说养老金这个事儿，最早是每月领六
七十块钱，现在一个月领 125 元，年年涨。你说，
我一个农民能给国家作什么大贡献，还能每月领
钱，党的政策真好！

再说说这个免费体检。过去农村人有了病，
都是拖，小病拖成大病。现在国家不仅给报医药
费，还上门给免费体检。我这日记里记着俺老伴
治眼这个事：“2015 年 7 月 10 日，村里通知说有
眼科医院的医生来检查白内障，俺村一下子检查
出 30 多个。第二天医院派了大轿子车来接时，村
里人又都不去了。我对老伴说：‘这是国家的惠民
政策，咱去。’俺们坐车到了辛集，医院很快就给
安排检查，当天就做了手术，也就在那里宿了一
宿，第二天就回来了。俩人一共花了 54 块钱，医
院一分钱没要，都是免费的。”共产党给人民办的
这些好事，咱得记在心上。

再说说煤改气这个事儿，日记里也记着呢。原
来烧炉子时，每天早晨起来先掏炉灰，一天得添好
几回煤，不仅麻烦，还脏得不行。现在烧天然气，从
用上到停，就像电灯一样，只管开关就行了，屋里
还恒温。刚开始村里干部动员时，这个说天然气

“弄不好会爆炸”，那个说“现在安得起，将来用不
起”。我对家人说：“别人安不安，咱家安。”我和儿
子都是第一批安的，初装费不用掏，壁挂炉一个补
1000 块钱。烧气国家还有补贴，每立方米天然气
2.4 元，政府补 1.4 元，个人只拿 1 元。去年我们家
连取暖带做饭，才合一千多块钱。现在，去年不安
的都后悔了。所以，只要是国家的号召，我都响应。

我经历过挨饿，吃过各种苦，对现在的幸福
生活感受特别深。就说这种地，过去全是靠人工，
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儿；现在从种到收到打，全是
机器，人只要在地头上看着就行。再说村里，路修
得挺好，吃喝不愁，看病不愁，没事到村里小广场
健步走走，跟城里有啥区别？你再看咱国家，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一天
比一天好。我要把这日记记下去，记下这每天的
好日子，一天也不落下。

□原新乐县工商局局长、首任新乐县
消费者协会会长 袁荣申/口述
记者 尹翠莉/采访整理

我今年 91 岁了，要说改革开放以
来哪些事和我关联最大，这当年发起成
立全国第一个消费者协会应该算是头
一件。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新乐县工
商局任局长。那会儿国家刚开始改革开
放，新乐逐渐兴起了长寿、邯邰等集贸
市场和几个以农畜产品为主的专业市
场，不光吸引了咱们省好多县市，还有
山西、内蒙古、河南等地的商户，县工商
局连续组织了 12 场庙会，最多时一天
能有十来万人，都快把新乐给挤崩了！

市场红火了，麻烦事儿也来了。对
缺斤短两的、强买强卖等问题，老百姓
意见特别大。我就和同事商量，能不能
由工商局牵头，发动群众，成立一个真
正为老百姓做主的组织。大家一听都很
积极。后来，在石家庄地区工商局会议
上，我提出了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领
导的支持。

一开始，我想着这个组织叫“为人
民服务委员会”，又感觉名字太大了，就
改成了“维护老百姓利益协会”。后来我
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篇关于外国消
费者协会的稿子，里面提到，凡是吃、
穿、用等商品都是消费品，人人都是消
费者，凡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这个协
会都能管。

1983 年 3 月 21 日，“新乐县维护消
费者利益委员会”诞生了。5月21日，成
立大会召开，“新乐县维护消费者利益
委员会”正式改名为“新乐县消费者协
会”，我成为第一任会长。

当时工商局的办公条件很简陋，就
是临时盖了几间房，我们腾出一间平
房，摆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消协就“开
张”了。接下来，我和同事们琢磨出了
16 条“开展工作暂行规定”，对调解人、
消费者和经营者作出了若干规定。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
1984 年成立，新乐消协是全国第一家，

我们当初写在草稿纸上的“16 条”，成
了我国第一个消费者协会正式章程的
雏形。

消协成立了，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知
道呢？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用大喇叭在
集市上广播；印了很多宣传册在集上、
在村子里发；几个大集上摆上桌子，设
公平尺、公平秤，旁边竖个牌子，标语写
着“有事找消协”。

有一天，一位农民找到消协，让我
们为他做主。他叫王玉增，是何家庄村
农民。他和别人合伙买了一台二手拖拉
机跑运输。有天他拉着一车石子过水
沟，车胎爆了。他从物资局门市部买了
一条轮胎换上了。可刚跑起来，就发现
新车胎箍不住钢圈。他到门市部去退
货，售货员不给退。王玉增气愤又无奈。
这时有人告诉他，工商局有个为老百姓
说理的地方，他就找过来了。

听了他的情况，我跟他一起去了物
资局门市部，帮着他调解，王玉增最后拿
到了 30 块钱作为修理费。30 块在那会
儿可不算少啦，当时一斤猪肉才八毛多！

这是消协受理的第一起投诉案，在
老百姓当中传开后，来投诉的人越来
越多。

1985年7月，承安镇有个叫石仓书
的农民，买了一台“桃花”牌电扇，使用
时因为电扇的机身带电，家里两个孩子
触电身亡。孩子母亲找到消协，哭着说，
别的路我也不知道怎么走，我就信你们
消协！

接到投诉，我们就着手调查。经过
工商及标准计量部门检验，确认出事电
扇小三线插头不符合安全标准。后来，
国家标准计量局通知全国各地经销单
位停止销售该产品，并责令该厂停产整
顿。电扇插头也由原来的两线插头改为
三线插头。

没想到，通过消协的奔波，竟然会
让一个行业的规范发生改变。这件事经
过河北日报等媒体报道，新乐消协的名
气更大啦！

离休以后，我一直在关注消协的发
展。1991 年 3 月 15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了一台公益晚会，曝
光了一些不合格产品，引起了社会强烈
反响。它唤醒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让

“3·15”也从一个数字成了维护消费者
权益的代名词。

1994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这部专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
成了消费者的维权利器。2014 年，新修
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施行，它建立了
消费公益诉讼制度，还规范网络购物等
新的消费方式。

这两年，我的孙辈们也经常从网上
给我买东西。有次，外孙女给我买了件
毛衫，看网上图片挺好，一穿，不是那么
回事。我想衣服又不是有毛病，凑合穿
吧。外孙女说，可以 7 天无理由退货，如
果卖家不同意，还可以网上投诉。

想想一开始消费者因为产品“不能
用”让消协工作人员陪着上门找，到如
今，因为“不喜欢”在网上就能轻松退
换，消协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啊。我
相信，将来消协还会在规范市场秩序、
维护消费者权益上发挥更大作用。

“进城陪读爸爸”郭运芳：

为了美好生活 全家一起加油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乔建珍：

让世界分享中华文化

全国首个消协会长袁荣申：

消费者腰杆儿越来越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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