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香玉助推此次活动继续扩散
“你家在哪里？我家邙山头。学过百灵

叫，听过黄河哭……人民是亲爹娘，乡亲是好
朋友。”这首《你家在哪里》，很多人都耳熟能
详。这首歌正是小香玉唱的，歌词反复咏叹
了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真挚心声，这也是大
师的孙女小香玉的心声。

小香玉的经历很多读者都很熟悉，应年
轻读者和网友的要求，我们在此作个简介：

小香玉 1965年出生在郑州，是豫剧大师
常香玉的孙女。

她目前是中共党员、北京市第十一届党
代会代表、国家一级演员、研究生学历、享受
国务院颁发的优秀专家政府津贴。她还是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联谊会会员、中国慈善总
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家协会
会员。

连续13天来，每天都有许多读者强力推荐“郑州生、郑州养”的艺术家小香玉参选。5月16日傍
晚，小香玉获悉此次评选活动后，专门在腾讯微博上转发扩散了本报官博的相关报道。截至昨天，她
这条微博仍不停被博友转载。

昨天下午，在许多读者的建议下，本报特地连线了远在北京的她。
谈起家乡郑州，小香玉坦言自己比较激动。她希望通过本报和广大观众、粉丝、父老乡亲们说说

心里话：“没有家乡的土、家乡的水、家乡的人、家乡的艺术对我的滋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爱郑州，
我爱这里的父老乡亲。” 首席记者 张锡磊 记者 吴泳/文 供图 吴秋妤

“她是咱郑州生、郑州长的艺术家。她从
这里起步，把精湛的豫剧艺术和博大厚重的中
原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推向了世界多个国
家。”电话里，市民邓敏浩这样“推荐”小香玉。

不少市民、网友在推荐的同时，还询问本
报她的近况。

昨天上午，带着读者和观众的关切，记者
多方打听，联系到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
的吴秋妤老师。

吴老师先代表小香玉对大家的关心支持
表示诚挚的感谢，随后解释，小香玉没在学
校，她近日正“连轴转”，办学的事、创作的事、
豫剧推广传承的事，桩桩件件忙个没完。

下午 5点 20分，让人有些意外的事情发
生了。

“你好！郑州晚报吗？我是小香玉。”得
知家乡媒体和观众们的关心，小香玉给本报
打来电话。

通过微博和学校老师的介绍，她获悉了
此次评选活动。

得知每天都有很多市民自发推荐她，
小香玉有些惊讶：“这个活动是件大事，是
件好事，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候选人都踊跃
参与。”

“我觉得，只要是能推动河南和郑州
和谐发展、社会进步，能进一步推广提升
我们博大厚重的河南文化、郑州文化，能
进一步使父老乡亲的日子更好、工作更顺
心、生活更开心，就是好活动，就值得我们
去做。”

5月 16日 18点 51分，腾讯微博上的一条
“转播”迅速在博友间不断扩散：

@小香玉：挺个！转个！支持！//@郑州
晚报:#聚焦郑州#【谁能代言郑州引发大讨论】
那些平凡中彰显着不平凡的人物，继续得到
数千市民、网友的大力推荐。

@陈建立: 你就中啊！不用推荐别人

了。
@李强: 香玉老师，你唱的豫剧很好听，

支持！！
@李亚林: 支持香玉老师！也支持如香

玉老师一样优秀的河南儿女。
截至记者发稿时，小香玉的这条微博还

在不断地“转播”和扩散中。

当听说很多读者和粉丝都很关心她的近
况时，小香玉说：“我现在在北京很好。最近
主要在做教育培训。”

她介绍，2010 年 8 月，她在北京创建了
“中国乐谷小香玉艺术学校”，这是所九年制
义务教育艺术学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政协副主席王刚为学校题写校名。今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

到学校调研，对学校的教育和师生表演作出
好评。

“办学快2年了，我有些意外的是，北京的
孩子居然也能说好河南话，也能将豫剧唱得
很好。”

2011 年正值香港童军总会成立 100 周
年，小香玉应邀带着孩子们，作为北京小学生
代表赴港与香港儿童同台演出庆祝。

获悉家乡人的问候 小香玉亲自致电本报☎

小香玉称赞此次活动“是件大事、好事”☎
推广中原文化有惊喜“北京孩子能说一口正宗河南话”☎

“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寄语本
报，称赞晚报近期对基层人物的报道温暖、温
情，使“三平”精神在郑州得到较好的传播，特
别是对郑州交警杨华民的报道走得深、转得
实、改得真、写得活，文风可读，事迹可亲、可
信、可学。

吴书记说，晚报报道的郑州一些基层人
物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作为
郑州的都市报，《郑州晚报》就是要将镜头、笔
墨和版面对准基层，向基层倾斜，关注基层百
姓，将郑州“三平”精神的基层典型代表挖掘出
来，宣传出去。晚报写作文风可以再鲜活一
些，贴近百姓的文风再带感情一些，对市委、市
政府的时政类报道和领导活动报道，晚报也可
以大胆创新、改良文风，晚报要以平民视角、大
众语言和郑州情怀，做好党委政府和普通百姓
的纽带。

根据中宣部提出的扎实开展“走基层、转

作风、改文风”活动和吴书记对本报寄语，编
委会决定即日起用“向上、向善、温情、温暖”
的郑州情怀将“走转改”引向深入，发掘小人
物的大情怀，小故事的大温暖。

《郑州晚报》曾经多次重磅报道我们身边的
小人物，比如成功当选“感动中国人物”的带着
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和最美乡村女教师李灵，
郑州交警杨华民，“送水哥”李老发，给流浪老人
倒水的郑州环卫工等，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平
常生活中做出了不平凡事迹。

他们都在踏踏实实地为这个城市点点滴滴
的改变去努力着。

他们有责任、有爱心、有担当。
近日，本报对这一个个充满爱的普通人物

进行的报道，得到了读者和网民的认可，晚报热
线、19 楼社区、晚报官博无数次接到来电、回
帖、转发，让这些体现郑州大情怀的小人物的事
迹广为传播。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只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

只要我们留意，有些爱，有些瞬间，有些感
动，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没走远。

昨日，网民@大河寒江雪向本报建议，最近
晚报推出的“郑州城市形象推广大使和郑州形
象代言人”评选人物多是知名人物，这样不够全
面，建议应该增加评选范围，让各行各业的有着
大情怀的小人物也参与到评选中，让郑州的形
象更为全面。

网民@山水小仙向本报建议，这个“百姓
眼中的城市之星”，可以按年度来，也可以分行
业，或者按人的品质来，比如善良的、坚韧的、
热心的等，就是每年十几个代表人物，这样才
是丰富多彩的郑州，也更符合郑州实际。

网民@一滔提议，希望可以挖掘那些真正
有责任感的人。这社会发展到如今，要感谢
更多各行各业用心、踏实的敬业者、奉献者，

他们有品质、有责任心……我们在默默地支
持，然基于现状，需要我们借助一些平台和智
慧给予他们有声的支持，营造崇尚尽职尽责、
互帮互助的氛围。

有网民提出，活动的名称可以是“百姓
眼中的城市之星”；还有网民说，活动可以是

“市民眼中的城市力量”或者“市民眼中的城
市榜样”。

晚报根据热线反馈、19 楼社区、晚报官
博等读者和网民的意见，面向广大读者和网
民征集评选活动的名称，比如“百姓眼中的
城市之星”？是否妥当或者有更恰当的称
谓，欢迎大家共同讨论，目的是让网民与读
者共同推选出更多的能够体现郑州大情怀
的普通小人物。

即日起，晚报面向广大读者和网民，征
集评选活动的好点子，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参与热线：96678，郑州晚报新浪官方微博。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寄语本报用平民视角、朴实语言，将
郑州“三平”精神的基层人物挖掘出来、宣传出去，要真正——

走得深、转得实、改得真、写得活
有读者和网友建议本报修改城市形象评选活动名称和范围

即日起，面向广大读者和网民征集好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