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点 锐 评

“今年过年真高兴啊！”

九旬老太10年还清2077万元债务
网友点赞：“诚信无价”

砸锅卖铁还
掉大部分欠款后，
陈金英还欠债300
多万元。在此期
间，有人建议陈金
英申请破产保护，
这样也不至于承
担过重的还债压
力，可是陈金英断
然拒绝了别人的
建议。她认为做
生意诚信为本，欠
别人的就一定要
还。

陈金英老人今年已是90岁高龄，最近
她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务，高兴得像个孩
子，“今年过年真高兴啊！”

浙江丽水“诚信奶奶”陈金英10年还
款2077万的事刷爆网络，无数网友留言力
赞陈奶奶“难能可贵”“有担当”“诚信无
价”，也有很多网友对此将信将疑，争议颇
多。近日，媒体联系到陈金英老人，听她
亲口说说事件的真相。

被网友叫作“诚信奶奶”的陈金英老
人是怎样背上千万元债务的，这十年来她
是怎么走过来的？还债过程中又有哪些
感人的故事？一起去看一看。

[欠债]
退休办厂曾利润百万
经营困难卖厂房还债

陈金英说，自己退休前是浙江丽水一
家乡镇卫生院的中医师。退休后，她不顾
家里人的反对，开始了自己计划中的“退
休生活”。

没有选择每天打打牌、喝喝茶、晒
晒太阳，38 年前，陈金英瞄准了市场上
中老年羽绒服的空白，不顾亲友劝阻，
创办了专门为老年人做羽绒服的服装
厂。

服装厂一开始是在丽水市的城区运
作，规模很小，仅雇了几个工人。搬到开
发区后，她的厂子扩大到了一百多名工
人，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年销售额超千万
元，利润上百万元。

尝到创业甜头的陈金英决定扩大
生产规模，她投资 1600 多万元建设了
新厂房。由于摊子铺得太大，资金周转
出现了问题，再加上市场竞争加剧，生
意开始走下坡路。陈金英新建的厂房
没能让事业进一步腾飞，反而成了一个
巨大的包袱。

2011 年 9 月，她的公司陷入资金流
转困难，陈金英无力偿还 2000 多万元贷
款，只能以 900 万元的低价抛售了新厂
房 ，然 后 卖 掉 杭 州 的 两 套 房 子 ，凑 了
1200 万元还掉部分欠款，再加上那些年
厂房的收益有 600 多万元，陈金英也全
部用于还债。

[抉择]
东拼西凑还差300多万元
年过八旬的她自己还

砸锅卖铁还掉大部分欠款后，陈金英
还欠债300多万元。在此期间，有人建议
陈金英申请破产保护，这样也不至于承担
过重的还债压力，可是陈金英断然拒绝了
别人的建议。她认为做生意诚信为本，欠
别人的就一定要还。

当时，陈金英已年逾八旬，在本该
颐养天年的岁数还背上了数百万元的
债务，很多亲朋好友都为她捏了一把
汗。

面对这么多的欠款，陈金英的儿女
们当时又是怎么考虑的呢？陈金英告
诉记者，刚退休时，儿女们希望她可以在
家好好休息，可是她坚持创办了服装
厂。做服装的那些年，儿女们没有时间
来帮忙，出事欠下巨额债务，自己更不
想拖累子女。

她说，儿女们也有自己的事情，欠钱
是因为自己办厂亏了本，自己会想办法把
这笔钱还完。

陈金英决定，继续卖掉库存积压的羽
绒服来还债。

[还钱]
上街摆摊卖库存羽绒服
市民感动伸出援手

起初，陈金英独自骑着三轮车把衣服
拖到集市去卖，当时基本赚不到钱，只能
收回成本，甚至有时候还是亏本出售。陈
金英说，那时候只想着把衣服换成钱，不
管是天冷还是刮风下雨，哪里有集市就会
去哪里。最初一天只能卖出去几件，可是
自己没有放弃。

即使在寒冬，年过八旬的她，也会在每
天凌晨5点多就起床摆摊叫卖羽绒服，在户
外一待就是一整天，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

2015年，陈金英在家里腾出十余平方
米，做了个简易小店铺。许多被她坚持还
债感动的当地市民主动来找她买衣服，丽
水的一些电商企业也免费帮助她代销。

2017年，陈奶奶的事迹被当地媒体报
道后，她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到 2018
年 2 月，陈金英共归还银行借款总计 929
万元，归还私人借款总计398万元，仅剩下
亲戚朋友的30多万元未还。

曾借钱给陈金英的史阿姨说：“能坚持
还钱是不错的，说明她这个人一心一意。
她过去讲，我们拿工资很辛苦，是来之不易
的钱，她一定要还，不还对不起我们。”

[释然]
记下欠款还一笔划一笔
对于过往她一笑而过

陈金英最后一笔欠债，还的是她侄
子。她侄子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借钱
时，就没有准备让她还。“她那么大岁数
了，还来跟我借钱，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她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很感动。”

对此，陈金英轻松地告诉记者：“今年
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了。”

陈金英店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陈
奶奶有一个本子，上面记下了自己欠的每
一笔债务。每次还了一个人的款，陈奶奶
就划去一笔。一笔一画承载的是对诚信
的坚守。

对于那几年艰苦的摆摊生活，陈奶奶
一笑而过。她说，回忆起摆摊的五六年，
生活真的太苦了，自己现在对那时候的生
活，只剩“煎熬”两个字来形容。

陈金英回忆，最艰难的时光里，有很
多素不相识的人来到她的库房里，不问价
格几件几件地买羽绒服，也有很多好心人
帮她卖货。现在很想跟帮助她的每一个
人说声“谢谢”。

综合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澎湃新闻、
央广网等

90岁“诚信奶奶”
十年还债2077万

如何让更多人见贤思齐
□易艳刚 张典标

浙江丽水 90 岁“诚信奶奶”
陈金英十年还清 2077 万元债务
的故事，在网络刷屏，有网友坦言

“看哭”了。从退休后创办年销几
千万元的企业，到经营困难时拒
绝申请破产避债，再到耄耋之年
仍在街头摆摊卖羽绒服筹钱，这
位奶奶起伏跌宕的一生，每一步
都让人动容。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
族推崇的美德。中华文化，向来
以一诺千金为荣，以背信弃义为
耻。无论是“诚信奶奶”，还是“诚
信父亲”“诚信母亲”，都代表了一
种美好的价值观。这美好，不论
沧海横流，也无论白云苍狗，都是
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生生不息
的奥秘之一。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为这些诚信故事点赞，正是希
望中华美好价值和优秀传统，继
续支撑我们前行，让诚信真正成
为民族的标尺，成为社会的共
识。

不过，也有网友在跟帖中说，
越是让人感动的，往往也越是社
会稀缺。这话，有某种道理，但也
没有道理。于前者，不妨提醒我
们要保持问题意识，正视当今社
会的确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背
弃信义、弄虚作假、“逃废债”、当

“老赖”等失信行为仍时有发生；
于后者，是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
不能动摇建设诚信社会的信心。
毕竟，诚信的价值，深深植根于我
们民族基因；毕竟，失信者仍然是
少数，背信弃义现象，绝对是社会
支流。

当然，基因只是决定了可能
性，支流也会污染主河道。诚信
建设，靠文化滋养，也需要制度
保障。

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不断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突
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
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
敢失信、不能失信。前不久，国
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失
信 约 束 制 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
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就是要着
力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进
一步规范和健全失信行为认
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
戒和信用修复等机制，推动社
会信用体系迈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可见，诚信建设需要从制度
和机制上树立清晰的导向，那
就是“赏罚分明”。制度完善，久
久为功，文化滋养的力量就会
得到更大释放，引导更多的人见
贤思齐。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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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7日，陈金英在家中打电话。新华社发

陈金英在翻看借条。原本厚厚一叠借条，慢慢变少
（2017年11月27日摄）。 新华社发

陈金英在搬运羽绒服（2017年11月27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