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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洪战辉 携妹求学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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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
括，历来成为志士仁人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郑州
晚报提出的“温情、温暖、向上、向善”的报道风格，
在平和的报道之中彰显人性的伟大与美好，温情、
温暖的力量如水之无形,却又容载万物向上、向善。

2002年改版以来，晚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社会新风貌、新道德、新
风尚，宣扬社会正气、主流声音。李学生、洪战辉、李剑英、武文
斌等一系列中原儿女，通过郑州晚报的报道或成为全国人民心
目中的道德楷模，或成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媒体责任心在此
得到延展和体现。

6岁女孩
趴窗学习引关注
登封市6岁女孩郭

晓晓(化名)被清理出小
学后，执著地站在教室外
听课20多天，记者袁建
龙偶然发现晓晓双手抓
窗向教室里张望听讲，拿
起相机用模糊的泪眼记
录下这酸楚的一幕。

2008年10月15日，
《农民工女儿被清理出课
堂，室外听课20余天》经
本报披露后，引起了社会
各界强烈反响，近百家网
站转载，中央电视台《朝闻
天下》也播发了该消息，新
京报、21世纪报道、现代
快报等媒体从不同角度进
行报道并配发评论。

“这段时间也许会给
晓晓留下一生难以忘怀
的记忆，也许会很快走过
去，但会给社会留下一个
记忆。”袁建龙说，因为
父亲是农民工，小女孩
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社会和教育的悲
哀，小女孩坚持趴窗求
学感动了所有人，他不
能让女孩心中的无奈延
续，媒体有责任用向善
之心温暖弱势群体。

父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母亲离家出
走多年。从读初中起，12年来，洪战辉一直
把妹妹带在身边，边读书边照顾年幼的妹
妹，靠做点小生意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到湖南读大学后，他又把妹妹带在身边，住
在他们宿舍的楼道下，每天用一辆自行车
送妹妹上学。而这个妹妹却是他爸爸捡来
的一个弃婴，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生

于 1982 年的洪战辉被媒体称为“新生代的
最后男子汉”。

2005 年 12 月 6 日，本报独家责任刊发
特别报道《带着妹妹上大学》，洪战辉携妹
求学 12年的事迹引起全国网友的热议。本
报联合新浪网的调查中，洪战辉被多数人
视为国家和民族需要的社会道德偶像，面
对这个平凡学子的不平凡举动，面对一个

80后大学生 12年来的坚韧与付出，面对一
段用真善和爱书写的生活，不少市民和网
友被感动了。

洪战辉成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
网友评价他用自己的肩膀承担了一个家
庭的责任，他的行为激发了公众对道德偶
像的讨论，引发了所有华人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新解读。

英雄飞行员
16秒舍生铸大义

2006 年 11 月 14
日，兰州空军某部郑州
籍飞行员李剑英驾驶某
型歼击机，在训练结束
下降过程中，遭遇鸽群
撞击导致发动机不能正
常工作，在生死攸关的
16秒里，42岁的李剑英
先后3次放弃跳伞求生
机会，为了保护国家和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壮烈牺牲。

2007年1月5日，
本报以《16秒舍生铸大
义》报道了英雄的壮举
感动了无数的人。

从李学生、洪战
辉，再到李剑英，央视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以
来，届届有河南人，而
经本报报道进入评选
环节的人物，更是不在
少数。“河南英雄”、“河
南品质”正以“井喷”姿
态进入国人视野，这不
仅是河南人朴实精神
的显现，同时是河南形
象整体提高的结果。

2005年 2月 20日，在温州打工的河南籍
民工李学生，当日下午在行至金(金华)温(温州)
铁路温州市黄龙段马坑隧道口时，面对呼啸而
来的列车，飞身救出一名穿越铁道的男童，当
他去救另一名遇险女童时，被飞驰的火车迎面
撞飞，献出自己36岁的生命。

2005年2月28日，本报刊登《河南籍民工
在温州为救两孩童英勇献身》的报道，经新浪

网、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大洋网、南方网
等转载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网友评论如
潮，对李学生和培养英雄的家乡给予了赞
扬。“李学生是这个物欲横流时代的耀眼路
标，更是一座永恒的丰碑，在面临生死抉择
时，他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舍己为人的
英雄之歌，奏响了时代最强音。”网友此类评
论随处可见，超过2.5万名网友在专题悼念留

言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把自己的生命，浓缩成了短暂的几

秒，刹那，就是永恒。滚滚车轮前，他的奋力
一推，撼动了无数颗心灵。一个母亲的儿子
离去了，另一个母亲的儿子活了下来。那一
刻迎着火车傲立的身姿，永远凝固在人们的
记忆之中。”这是2005年温州十大感动人物授
予李学生的颁奖词！

热血李学生，舍己救人动温州

2005年，下班回家的卢曙光接到外地同
学的电话：“曙光，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我
觉得你们独家责任应该做。”通过 QQ 聊天，
卢曙光感受到了同学的感动，他第一次在这
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流泪。

采访洪战辉家人的两个多小时，卢曙光
与张锡磊和洪战辉的爸爸一起流泪，张锡
磊心里堵得实在难受，发短信给主任陈祖

强：“这是我采访以来第一次流泪，太感动
了！”在湖南怀化的日子，除晚上休息之外，
卢曙光与张锡磊都在洪战辉的宿舍中度
过，洪战辉将一把钥匙交给了他们，让他们
零距离观察兄妹俩的学习、生活及与之相
关的人们。

张锡磊认为，在照顾妹妹的 12 年中，洪
战辉所经历的多是一些平常的琐事，兄妹

俩的现实生活仍然由琐事构成，但真正感
动人的恰恰是平凡和洪战辉的平常心。“我
们当初只是想把自己的感动告诉给公众，
告诉给现实生活中需要感动的人。我们知
道，这不是故事。”卢曙光说，在洪战辉的身
上看不到光环，他和妹妹的生活是琐碎和
平凡的，但就是这些琐碎和平凡，撞击着他
们的心灵。

记者感言 平凡中的伟大让人落泪

本报独家责任记者王战龙对李学生的家
人进行了回访，他感触于李学生的英雄事迹
对河南人形象的改观具有巨大作用。

李学生的事迹引起了全国对河南人形象
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原儿女自觉担负起树立
河南形象的光荣使命，他们的行动和语言让全

国乃至世界人民了解、认知崭新的河南。“温州
很多企业听说你是河南人，愿意给你工作的机
会，李学生是河南人的骄傲，媒体有责任报道
更多的河南英雄人物，重树河南人的光辉形
象。”王战龙亲身感受了河南人在温州一些企
业受到的礼遇，欣慰之余是期盼更多的河南在

外务工人员自强向上。
“李学生被评为当年的感动温州人物，还有

着‘浙江骄傲’的头衔，入选了见义勇为全国道
德楷模，这些荣誉不仅仅是李学生本人的，也属
于全体河南人民。”王战龙说，河南的英雄群体
一次又一次在神州大地引发“地震”。

记者感言 报道促进改观河南人形象

洪战辉和妹妹在怀化学院操场上晨练。洪战辉和妹妹在怀化学院操场上晨练。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王银廷王银廷 图图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孙楠楠

开栏的话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
发现贫苦、疾病在我们的
生活中真实存在。

我们的镜头逼视着每
一个群体，每一个角落。

从那里，你可以落泪；
从那里，你可以伸出双手；
从那里，你
发出了真正
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