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城市和她的晚报60年的行进影像

郑晚骄傲之郑州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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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名人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财富和骄傲，我们《郑州
晚报》作为与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媒体，有责任和义
务为我们的名人们树碑立传，有责任记录他们的酸甜苦

辣。2004年常香玉大师去世，晚报在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几个版面的专题报道，详细
记录了她的一生，以及各界人士对她的怀念。

李剑英作为试飞员，为保护国家、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几次放弃跳伞机
会，壮烈牺牲。《郑州晚报》获知这一消息后，奔赴兰州进行了细致深入地采访，在
全国首先报道了李剑英的事迹，感动了全国，感动了世界。邓亚萍、王百姓、魏巍，
这些郑州人的骄傲都是我们《郑州晚报》关注的重点，我们写他们的精神、写他们
的情感，写他们的平凡生活，他们的精神通过《郑州晚
报》，激励和影响了众多读者。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人生没有捷径，只有靠自己去拼。”这是
邓亚萍最常说的一句话，她也时时刻刻用这
句话提醒着自己。在乒乓球场上，她的拼劲
感染了中国，激励着世界，一种力量在看球的
人心中汹涌地荡漾。

邓亚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这点全国观
众都能从她的乒乓生涯和退役之后的选择中总
结出来。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

选手，她5岁起就随父亲学打球，1988年进入国
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
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
牌。其实邓亚萍身高仅1.55米，似乎并不是打
乒乓球的好材料，但她凭着苦练，以罕见的速度
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 1992年，当时年仅19岁
的邓亚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勇夺女子单打冠
军，并与乔红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从此成为名

副其实的世界乒坛皇后。
邓亚萍的拼搏精神不止在球场上挥洒，1997

年退役时她还是一个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的“英语盲”，一路拼搏，一路奋斗，到2008年底她
在剑桥大学戴上博士帽。如今的年轻人更多的
是在此时认识了邓亚萍，与父辈口中那个赛场上
的“夺金机器”相比，这个与他们同样读书读得大
把掉头发的“大姐姐”更容易引起共鸣。

郑州历史名人
●隐逸人文始祖——黄帝

黄帝，生于轩辕之
丘（今河南新郑西北，即
黄帝故里），故称轩辕
氏，被尊为中华民族的
祖先。

●许姓的始祖——许由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

贤人。许由以自己淡泊
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
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
为隐士的鼻祖。

●郑国名相——子产
子产，春秋时代郑国

杰出的政治家。子产不
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思想
家。他所提出的哲学命
题——“天道远，人道
迩，非所及也”，在中国
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和地位。

●道家名师——列子
列子，名御寇，战

国前期思想家，郑国
人。思想上崇尚虚无
缥缈，生前被称作“有
道之士”。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韩非，战国末年思想

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出身韩国贵族家庭。韩
非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
强，把法、术、势思想熔为
一炉，从而大大丰富了法
家学说的思想内涵。

●艺苑大家——郑虔
郑虔，郑州荥阳人，郑

虔不仅诗、书、画三绝，还精
通天文、地理、军事、医药、
音律等。

●诗圣——杜甫
郑州巩义人，字子

美，唐代著名诗人。后人
称杜甫的诗为“诗史”，称
他为“诗圣”。

●一代诗杰——白居易
白居易，郑州新郑

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
居士，唐代伟大诗人。

总有些人因生命的离去而有了更加震撼的
力量，任长霞就是其中一位，面对黑恶势力她拍
案而起，面对平民百姓她柔情似水，作为登封市
公安局长的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保护着人
民的安康，用热血与生命履行着她的职责。

任长霞敢爱敢恨，她爱人民爱的深沉，她
恨损害人民利益的黑恶势力恨的彻骨，她的
这种爱不仅感动了登封、感动了郑州、河南，
也感动了全中国。

“感动中国”这样评价她：她是中原大地上
的又一个女英雄。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

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十里
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那是流动在百姓心
中的丰碑！一个弱女子能赢得百姓的爱戴，是
因为，在她的心里有对百姓最虔诚的尊重！

任长霞是2001年4月调任登封市公安局
局长的，她也是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的第
一位女公安局长。上任伊始,任长霞在整顿队
伍、严肃警风的同时，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破
大案、破积案上，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攻坚战。

紧接着，任长霞又着手解决深层次问题。
2001年4月25日，她抽调20多名民警成立“控申专

案组”，变上访为下访，把控申工作查处信访积案
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她把每周六定为局长接
待日，真心实意地为众多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被
登封老百姓赞誉为“任青天”“女包公”。

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霞在侦破“1·30”
案件中途经郑少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不幸因公
殉职，年仅40岁。40岁正是人生最壮美的季节，
然而，任长霞却猝然倒在了为之奋斗不息的公
安事业上。她以自己的忠诚、才干和辉煌业绩，
以自己的毕生心血履行了“立警为公、执法为
民”的神圣职责。

一心为民任长霞 百姓在她心中最重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这句戏词在全国
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花木兰》经典唱段
经常香玉之口，把豫剧推上了巅峰。能被公
认为人民艺术家的文化娱乐界人士，在中国
少之又少，而常香玉大师就是其中一个。

常香玉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子，从出生开始
就一直与命运斗争，她用一生的努力成为一名
自强自立的女性，她那句唱词“谁说女子不如
男”，正是她的真实写照。常香玉的一生非常
简朴，衣服总是补了又补，2004年去世前，还留
下遗嘱，后事要一切从简。但一向对自己吝啬
的她对国家对人民却极其的慷慨，在她的一生
中，从没有停止过义演、捐赠。

1938年 12月，常香玉应邀来到西安，据
《常香玉在陕西》书中所记，常香玉在当时的

南大街豫秦剧院演出近 5个月，上演了 48个
剧目，一时间名声大振，从此开始在陕西发展
豫剧事业。1952年，西北文化部拟给常香玉
定月薪1000万元（人民币1000元），她坚持要
求降低，经多次做工作，最后定为每月 700万
元，其他主要演员最低为130万元。

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
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后就同丈夫商
量要为国家捐赠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
举办演出，将演出得到的钱用来捐赠飞机，陈
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

就这样，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地整整跑了
两年，演出 180多场终于筹到了 15.27亿元人
民币（当时币值），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
号”的米格15战斗机。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常香玉带领着整
个香玉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
问演出，那时候常香玉马不停蹄的演出，为的
就是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国家、为社会做点
什么。她一次次穿越美军的封锁线，为志愿
军将士们演出，深受前线将士们欢迎。

1998年初，为唤起社会各界对下岗职工
的关怀，75岁高龄的常香玉携弟子在河南义
演，所得 6万多元票房收入全部捐给“河南省
送温暖工程基金”。同年 6月，常香玉又捐助
1万元人民币，随后，她的子女们又联名向基
金会捐款两万元人民币。

2003年春天，常香玉决定从微薄的工资
中拿出1万元，把这笔捐款用到河南省的非典
防治工作上。

大爱艺术家常香玉 捐赠、义演伴随她的一生

拼搏不息邓亚萍 矮个头拼出18个世界冠军

常香玉常香玉 孙甜甜孙甜甜 任长霞任长霞

魏巍魏巍
李剑英李剑英 王永民王永民

【 】那些骄傲的
片段 一方人“书写”中原风骨原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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