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3点，街道还是一片漆黑，卫云
培和老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们
要把刚宰好的鸡运到市场，一只只整理，
摆上摊位，等待顾客光临。通常，生意要
到傍晚才能结束，这对于62岁的老卫夫
妇来讲，并不轻松。但为了还债，他们已
经日复一日，坚持了七年。

老卫的生活原本没有这样紧迫。他
是重庆万州人，20岁刚出头就去无锡打
工，慢慢成了小包工头，不少老乡为了谋
生计会来投奔他。2012年，老卫从一位
姓俞的老板手中接到工程。出于热心，他
介绍两位老乡分包了泥瓦工和木工。没
想到干完活，俞老板没能如期结清工程
款，欠了老卫23万元，两位老乡13万元。

卫云培给记者讲述：“当时俞老板就
出了个欠条，两个人一人一张，他们不要
他的欠条，非要我担保。我当时说，你们
要拿不到钱，这个钱我来付，因为我们都
是一个村的，我如果不给他俩钱，他俩就
不给工人钱。我也是从小干苦力的人，我
知道这个很辛苦，我会不给吗？”

2016年，俞老板彻底失联，老卫出于
道义，做了担保人。但他不知道，彼时俞
老板已在外欠了100多万元。老卫手里
的债变成了两笔，一笔是欠这两位老乡的
13万元，另一笔则是之前工程拖欠的23
万元。那本是要发给手下几十名工人的
工资，最后也只好由自己来偿还。随着年

龄渐长，老卫很难再干重体力活。2018
年，他和妻子在市场摆起了摊。虽然一个
月只赚5000多元，但他想着一点点积累，
总能把债还清。

卫云培告诉记者：“我照着比例算，打比
方我今年存下一万五、两万，欠得多的我就
多还点，欠得少的，我就少还一点。欠几千
块钱的，我还给你一千，欠三万的，我还个两
千、三千、五千，每年年底都是这样付。”

老卫家里的账本能够清晰地看到，每
个人的账都是分好几年，一点点还掉的。
由于卖鸡的利润微薄，老卫还钱的进度一
直比较慢。到2019年，他担保的13万元
欠款，只还了6万元。两位老乡将他告上
法庭，老卫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
幸运的是，当时我国正开始探索个人破产
制度，无锡的锡山法院是江苏省的一个试
点。法官在摸排全院“失信”案卷时发现，
诚恳还债的老卫，就是他们在寻找的“诚
实而又不幸”的人。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吴修贵介绍：“他非常配合法院工作，没有
发现有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他担心
不能平等地对待每个债权人，担心债权人
去找他麻烦，让他没有办法安心地去卖鸡，
最终也没有办法去清偿所有的债权人。”

2021年，法院根据老卫的实际情况，
在他每个月的收入中，留下了包括餐饮、水
电、燃气等在内的必要生活开支，共计2490

元。剩下的部分，则用来偿还他手中的两
笔不同债务。其中，老卫担保的这一笔，经
过债权人同意，被豁免了近8%，算上利息，
剩余的7.5万元，必须按照规定的日期逐步
还清。为了让老卫能够继续做生意，法院
特意将他名下的面包车，保留了下来。

吴修贵介绍：“我们就考虑放水养鱼，
既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也能
够让债务人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创造更
多的财富。”

经过7年时间，老卫从门外汉变为行
家，鲜鸡生意做得越来越细。为了攒钱还
债，他戒掉了烟酒。今年春节前，如期偿
还了7.5万元的最后一笔。并在子女的帮
助下，将欠手下工人的欠款也全数还清。
萦绕在他头顶的阴霾，终于彻底消散。

卫云培说：“现在的心情肯定比以前
好啊，你看我现在笑得出来，我以前笑不
出来。我现在挣钱不挣钱，无所谓的，只
要我们两个够吃，就可以了。”

目前，锡山法院已将老卫的失信信息
删除，并取消了一切限制措施。半个多月
前，法院还专门向老卫颁发了江苏省首张
《信用修复证明书》，上面写明老卫的信用
已经修复，相关主体不得再因此案对他予
以信用惩戒。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
长林双介绍：“我们希望证明书为他将来
可能的融资、创业、贷款等提供一定的司

法助力，让他们不再受过去破产的影响，
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尽管老卫已经不再需要还债，但他每
天还是早出晚归，和老伴操持着家禽摊。
他们打算再攒些钱，过几年回老家翻盖房
子，安度晚年。至于欠他钱的俞老板，老
卫已不放在心上。但法院说，他们早就将
俞老板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他唯一的财产
——养老金账户，也被冻结。在划扣完其
他小额案件后，今年4月开始，将向老卫
支付欠款，直至执行完毕。

不是所有的失信人员都叫“老赖”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
长林双介绍：“良法还需要善治，对于恶意
地去逃避债务的失信者，法律会采取最严
厉的惩罚手段。对于诚信的债务人，法律
也会释放最大的善意与关怀。通过惩戒
与守护一体两面的司法举措，去普及‘欠
债是有价的，但诚信是无价的’观念。”

把所有的失信人员都称为老赖，显然
是不恰当的，因为也有一些失信人员，就
像老卫这样，是属于诚实而不幸的人而
已，但是老卫也给失信人员打了一个样，
用诚实守信的劳动，一步一步走出低谷，
并赢得人们的尊重。 据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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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这地方就是上次住的酒店门口，一出
门想拍照就碰到这保安大哥了，帮我们拍
了几张，真是太棒了啦！”“我的照片就是大
爷照的！”“这个保安确实很好，我去的时候
也是他指导我。”

最近，一位在南岸区龙门浩老街担任
保安工作的大叔在网络上走红，原因是他
专门在现场指导游客摆出各种好看的姿
势，并亲自为游客拍照，网友也因此称他
为“被保安耽误了的摄影大师”。4月12
日，记者专程找到这位拍照技术过硬的保
安大叔。

游客点赞：
他真的很会教我们摆

“右腿放在石坎上伸直，左腿也放上去
弯着，头转过去，就这样。”“身体靠在石头
上，向右边一点，来个比心。”“换个姿势，站
起来，手指天上，就是这样。”“前面的大哥
麻烦让一让，我们在拍照，谢谢！”……

在龙门浩老街的一处平台上，记者见
到了这位因给游客拍照而走红的保安大
叔。在他指导下摆出的各种造型，获得现
场游客的一致认可，“真的比我们自己想
的好！”“一点不输专业摄影师！”“确实不
一样啊！”

三位从青海来的美女游客就在大叔的
指点下完成了打卡拍照。她们表示，叔叔
让摆的造型非常好看，而且他非常热情，很

喜欢他拍的照片。另外一位男性
游客告诉记者，大叔指导的造型很
专业，自己没想过可以这样摆。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
来。大家如果要大叔帮
忙拍也可以，动作什
么的大叔都知道。”
他一边维持着现
场秩序，一边自信
地告诉游客如果
有需要，可以找
他帮忙。

“ 我 叫 罗 国
利，今年55岁，是
龙门浩老街物业管
理 公 司 的 一 名 保
安。我现在几乎每天
都在这里值班，主要工作是维持现场秩序，
顺便帮游客摆造型拍好看的照片。”

保安变“摄影师”：
看多了就会了

罗国利是黑龙江人，十几年前来到重
庆，如今他一家人都在重庆定居，大约5年
前，他开始在这里担任保安工作。

据罗国利介绍，“这个平台上的牌坊写
有‘龙门浩’三个字，大部分游客因此来打
卡拍照。但是这里也是一家宾馆的门口，
游客太多的话会影响到客人和工作人员出

入。我在这里主要是让拍照的游客朝着另
外一边排队，维持秩序。”

“我也常常观察前来拍照的游客是怎
么摆姿势，怎么构图，怎么寻找拍摄的角
度，其实我没有去学习专业摄影知识，只是
因为时间长了就记住了。”

谈到自己教游客摆造型、帮游客拍
照得到认可，罗国利笑呵呵地说：“谢谢
大家对我的认可，在这里帮游客拍拍照，
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毕竟出来玩要有一
个好心情。而且每次帮游客拍照摆动
作，我自己也感到很高兴，工作也变得有
趣了。”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帮乘客抬儿童车一年多

乘客为驾驶员创作了一首诗
“美丽流动风景线，印象深刻难忘

却。驾驶师傅汪登勇，为人解难又解忧
……”日前，公交236路调度室收到了一
封感谢信，里面有乘客特意为他创作的
一首诗。

“因为每天要接送孙子去幼儿园，所
以我经常都会乘坐236路公交车。”赖永
勤说，每次接送孙子，他都会带一辆儿童
车，因为车子很大，上下车有些不方便。
但每次只要乘坐汪师傅的车，他就非常安
心，汪师傅会主动打开后门，帮忙抬上
车。还会特别叮嘱：“不要着急，小心点。”

“乘坐汪师傅的车，车厢里总有笑
声，气氛也特别和谐，让人感受到生活美
好。”赖永勤说，他孙子上幼儿园一年多
时间了，汪师傅就帮忙抬了一年的儿童
车，这让他非常感动。因为自己退休前
是一名文学工作者，所以特意为汪师傅
创作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这份礼物很特殊，是乘客对我工作
的认同和肯定，我会继续努力，为乘客带
来更美好的出行体验。”汪登勇说。

重庆公交集团两江分公司九分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236线由凤天大道南段至
华山南路，全程19.4公里，途经沙坪坝
区、江北区、两江新区。汪登勇一直在
236线担任驾驶员，已累计安全行驶66
万余公里，多次被评为先进员工。他将
对乘客的关爱融入日常工作，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从细节入手，为广大乘客提供
更优质、更贴心的出行体验，值得所有驾
驶员学习。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换个姿势，站起来，手指天上……”

重庆保安大叔帮游客拍照走红重庆保安大叔帮游客拍照走红

保安大叔拍照还会找
好看的角度

卫云培和老伴儿在市场卖鸡卫云培和老伴儿在市场卖鸡卫云培

卖鸡卖鸡77年还清年还清3636万元债务万元债务
这个重庆人用诚信修复这个重庆人用诚信修复““失信失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