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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王玉荣出生在
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军人家庭。

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
历 。 1977 年 10 月 参 加 工 作 ，
1984 年调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任法警，1988 年 11 月调入郑
州市公安局火车站分局任侦查
员，1998年4月任郑州市公安局
副县级侦查员,后历任禁毒支队
副支队长、管城分局副局长、中原
分局副局长。2006年5月任郑州
市公安局正处级调研员，三级警
监警衔。

王玉荣从警20多年来，多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1993年至1995
年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优秀人
民警察”；1996 年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称号；1997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
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获全国总
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被
授予首届“全国杰出青年卫士”，
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1998 年荣获第二届“全
国十大女杰”称号。

从3月14日21时30分因病辞世，至昨日10时在万众瞩目之中的告别，这最后的四天
四夜凝结了所有人对王玉荣的哀思、敬佩、感恩和敬重。虽然家人和同事都一再表示，生
前的她非常低调，不喜欢宣扬，但她的一生注定了这最后一刻的不平常，来自公安部、省、
市的有关领导及各界群众的声音会聚成一句话：“玉荣，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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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自发为她送行
昨日6时45分，金水路北半幅，一列长长的

车队向西缓缓前行。
一大早，河南省人民医院太平间里烛火通

明，王玉荣的家人为她作好最后的整理。丈夫
王晓军小心地给她戴上了三级警监的警衔，扶
正警帽，盖好党旗，摆好鲜花……这套她生前最
爱的制服将陪伴她走完最后一程。

此刻，医院外的经二路上，数百名赶来为她
送行的民警和群众已将这条本来就不宽的街道
挤满了。大家面容肃穆，人群中时常传来压抑
的哭泣声。

原定 7时出发的车队，为了不影响市内交
通，又提前了20分钟。

两辆警用摩托车开道，灵车上挂着黑底白
字的条幅，上面写着“战病魔历尽艰辛无畏精神
长存”。

车队一路向西南行来，许多晨练的人们看到灵
车经过，都停住了脚步，目送王玉荣最后一程。

随着车队的行进，队伍中车子的数量越来
越多，除一些有明显警用标志的车辆外，更多的
是各种型号的私家车。有些车辆在行驶途中遇
到车队，便改变了原本行进的方向，自发跟随车
队向殡仪馆行进。

市民说：“同为女人，她不平凡”
惠济区的几十名市民自发组织起来，送别

英雄王玉荣。这个队伍里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45岁的王玲说：“从报纸上看到她的事迹，觉得
她作为女人很有胆量，是我们女性的榜样，所以
我们就过来了。”

管城区的一些市民早上5时左右就从家里
出发，居民伦丽萍说：“我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
解王玉荣的，所以赶过来送送她。”

韩冻和朋友一行十几个人扯着条幅“好战
友王玉荣一路走好”，起初人们以为他们也是警
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管城区的群众。韩冻说：

“以前我对警察感觉不太好，可看到她的事迹，
觉得她真的对人民用心，用心为人民。我们几
个人就一起过来送她了。”

好友说：“她的病是累出来，拖坏的”
在一条条横幅之间，有一条手写的横幅“王

姐，一路走好”格外显眼。条幅是中原区须水镇
西岗村的村民谷国安写的。

2005年下半年，谷国安因为一起案件认识
了王玉荣，并从那时起就一直保持联系。“王姐
对我的帮助很多，我非常感谢她。”谷国安说，他
的老伴和王玉荣有一样的病（乳腺癌），王玉荣
知道后，就主动联系自己的主治医生，开车把他
的老伴接去治病，并掏钱替他们垫付医药费。

“现在我老伴挺好的，可是她……”谷国安
言说着一阵哽咽。他说，乳腺癌如果发现及时，
是可以保住生命的，可是王玉荣工作太拼命，

“她的病是累出来，拖坏的。”音调中，他带着无
限惋惜。

当年的上访户：“她是我们最亲的人”
鲁爱华抱着王玉荣的照片站在队伍中间，

她眼睛红红的，哽咽着说：“我现在不想说，一说
我就难受得不行。”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王姐帮助了我。”她
深吸了口气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讲述起与王玉
荣相识的经历。

2005年下半年，鲁爱华是因为上访认识王
玉荣的。王玉荣告诉她要有序上访，教她程序
该怎么走，怎样寻找有效途径，怎样保护自己。

“她的话特别暖人心。”那之后，鲁爱华没有继续

上访，可她和王玉荣之间却继续来往。

王玉荣为她的孩子安排了工作，现在母子

生活得很好。私下里两人都是互称姐妹，虽然

鲁爱华比她稍长几个月，但她更想叫王玉荣一

声“王姐”。
鲁爱华抽泣着说：“我是个农民，她不嫌贫

爱富，不嫌我们不会说话，她是我们最亲的人。”
知道王玉荣病了，她就专门在后院种了青

菜，想给王玉荣送去，“她身体不好，多吃点青菜
好，自家种的菜新鲜”。但这青菜却再也没有机
会送出去。

16岁小伙灵前许愿：我也要当警察
16岁的孙超高高瘦瘦的，面容白净的他正

在上初三，学习很紧张。晚上8时才放学的他，
一回到家草草吃了两口饭，就跟着妈妈出门了。

17日晚 9时，孙超母子二人奔波在前往王
玉荣家中的路上。

孙超的母亲王爱荣至今还保留着 13年前
事发后的报纸，她能指出每一张照片上孙超在
哪里。“当年王阿姨也抱了你一下呢。”扭头对
儿子讲述时，她的言语中带着一丝骄傲。

孙超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走着。
来到王家门口，王爱荣对儿子说：“超超，

进去给王阿姨磕个头。”孙超走进灵堂，跪在地
上连磕了 3个头，一路上都沉默的他突然开口
说道：“王阿姨，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一定好
好学习，也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好警察。”深深地
看了几眼王玉荣的遗像，孙超再次鞠了一躬。

走出来的孙超微红的眼睛中透出了一种坚
定。王爱荣说，当一名警察一直是儿子的梦想。

王爱荣说，当她去订花圈的时候，花店老
板听说她要送的人是王玉荣，并得知王爱荣就
是被救28名孩子家长其中之一时，当场哭了起
来。王爱荣感慨地说：“她的勇敢和奉献精神，
正感动着所有人。”

被救孩子送别路上承诺：我要
成为像她一样的人

来自郑州五棉的16位教师代表，6名当年被
救孩子家长代表，以及请假专程赶来的王冠和陈
紫怡，无疑成为昨日人群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团体。

13年前的那起劫持人质案件，让他们的生
命和王玉荣建立起一份割舍不去的牵挂。

15 岁的陈紫怡，是当年班上最小的孩子。
但是她还记得王阿姨穿着白大褂抱了她一下，

“我是上小学的时候知道是王阿姨救的我，报
纸上照片里那个穿红棉袄的就是我”。

之后这么多年紫怡只是在电视上、报纸上

见过王阿姨，为了能够亲眼再看一看她，看看
这位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好阿姨，紫怡专程
请假让妈妈陪自己来殡仪馆。

已经上高一的王冠也赶过来了，“是她救
了我，她是我的第二个妈妈，没有她，我现在不
可能站在这里。”王冠说。

作为当年第一个被王玉荣抱出教室的孩
子，其后的成长经历中，他也曾经见到过自己的

“王妈妈”，在1999年全国的英模大会上，母亲刘
新梅、王冠和王玉荣曾经照过一张合影，“那照片
现在还在我们家挂着，是我们最珍贵的收藏”。

刘新梅说，听到王玉荣去世消息的那个晚
上，孩子一整晚一句话都没有说，就那样把自
己关在屋子里。

王冠说：“我永远忘不了王阿姨，她的兢兢
业业、大公无私、无私奉献，都值得我学习，长
大以后，我要成为像她一样的人。”王玉荣不仅
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她的精神也永远影响着
孩子们。 线索提供 王浩 张宏 董永雷

这一刻，郑州痛别英雄王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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