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继增
帮 助 高 新 海
是 我 们 应 尽
的责任，也是
我们的义务。

周喜荣
不单单是我们
帮助他，其实，
他也在帮助我
们，帮助其他
很多人，大家
就希望把这种
互助的精神传
递下去。

孙豫生
多少年了，早
已 把 这 儿 当
成自己的家，
总 觉 得 做 得
还不到位。

井勇
当时就有个梦
想，要带这帮
好邻居走上感
动 中 国 的 舞
台。经过这七
八年的相伴，
终于实现了当
初的梦想。

高新海
不 管 岁 月 怎
样流转，爱心
总在陇海大院
真情相守。我
对 大 院 的 邻
居 无 私 地 相
伴相守，非常
感谢。

樊石头
我 和 新 海 是
发小，从小一
块 儿 踢 球 到
现在，他得病
了 就 不 能 撇
下 他 不 管 不
问。

不管岁月怎样流转
爱心总在陇海大院真情相守 陇海大院“院民”

这样表达“获奖感言”
在“陇海大院”当选“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
时，大院里的邻居们面对记者讲述了发自内心的
“获奖感言”。从他们朴实无华的话语里，我们能
感受到爱的温暖和力量。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石闯 潘登

贾留成
我 们 从 小 一
块长大，对于
帮 助 他 就 觉
得 是 自 己 应
该做的。

李保义
我 和 新 海 是
从 小 一 起 长
大的，既是球
友也是伙伴，
他有了难处，
我 们 不 能 遗
弃他，要让他
好好地活着！

何亮
我 们 这 些 老
弟 兄 、老 同
学、老邻居就
有一个心愿，
互相搀扶，共
同 走 到 人 生
的终点。

贾永安
高 新 海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好
榜 样 ，39 年
的 岁 月 见 证
了 我 们 陇 海
大院的真情。

邵树廉
我称 高 新 海
为 和 平 年 代
的 英 雄 ，我
们 都 要 争 取
健 康 快 乐 地
活着。

常思军
他助人为乐，
特 别 是 与 病
魔 抗 争 的 精
神，也在激励
着 我 们 。 我
们 只 是 做 了
平凡的小事，
不足挂齿。

赵新义
从 出 事 到 现
在 一 直 在 照
顾他，早已习
惯了。

王金贵
做这件事儿，
实 际 上 很 平
常，我们会一
如 既 往 地 坚
持下去。

陇海大院的爱心在继续，郑州报业集团“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报道也在继续。
2月28日，郑州报业集团负责人带领由旗
下媒体组成的全媒体采访团队，深入陇海大
院，学习、挖掘陇海大院精神，分享所思所感
所悟，以期让“邻里互助、扶残助残、扶危济
困”的“陇海大院”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让
这平凡生活中的邻里大爱感染更多人。

石大东（郑州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从 2008 年率先报道陇海大院爱
心集体开始，一直推动这个故事，从感动
郑州到感动中原，再到感动中国，郑州报
业集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
中原网等媒体，一路跟随陇海大院故事
中的爱心群体，走过了7年的爱心之路，
高新海已经是我们记者的老朋友了。

“陇海大院”爱心集体 39 年如一日
的邻里之爱、德善之举，所体现出的不
离不弃、互帮互助精神正是《郑州晚报》
早在 2005 年就倡导的郑州市邻居节的
主题：相助、相知、相守、相伴，助人为
乐，和谐邻里。

人与人之间，一时的相助也许容

易，长远的相知、相伴却很难，而最长情
的相伴就是人间最大的爱。

陇海大院爱心群体用行动写下的，
就是这样的大爱，是郑州大爱、中原大
爱、人间大爱。

这大爱的故事，是最幸福的郑州故
事，是最美丽的河南故事，更是最精彩
的中国故事。

继续报道好陇海大院的大爱故事，
并且发现、传播更多的“陇海大院式”的

“行进中国”中的“精彩故事”，这是我们
媒体人始终坚守的社会责任，郑州报业
集团全媒体将持续担负起这样的社会
责任，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讲好爱的精彩故事。

发现并传播正能量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感动·感悟·感言

张子明（郑州报业集团总编辑）：一个
大院，一群好人，他们温暖相助，坚守着一
生当好人、做好事的信念。39年如一日，
接力照顾高位截瘫的高新海。自2008年
始，《郑州日报》对陇海大院的故事进行了
深度发掘和持续关注，让这个郑州好故事
走上更大的传播平台，不仅感动了郑州、
感动了河南，也感动了中国。

在报业集团开展的“行进中国·精
彩故事——新春走基层”活动中，记者
来到高新海暂居的幸福路 5 号院采访，
感到从陇海大院到幸福路 5 号院，邻里

互助的陇海大院精神正在新的地方开
花结果。爱需要鼓励，建设美丽郑州，
新闻传播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报道陇海大院的过程也是我们受
感动受教育的过程，郑州报业集团旗下
媒体将秉承“温情温暖，向上向善”的理
念，以温暖贴近的新闻情怀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深入基层，关注民生，
通过采写更多的“接地气”的报道，为读
者讲述最广角、最深度、最动人的新闻
故事，让像陇海大院一样更多的郑州好
故事，借助我们的报道更加出彩。

让更多的郑州好故事广为传扬

董黎（中原网采访中心总监）：有一
种幸福，是含泪的微笑。这种幸福，是
长夜漫漫里，风中那盏永不熄灭的希望
的灯；这种幸福，是陇海大院大爱如磐，
高新海被温暖包围着，一路感动的、含
泪的微笑。

这是一种苦难磨砺后的幸福，这是
一种爱如信仰式的幸福。39 年风霜雨
雪，39 年斗转星移，从高新海病瘫到现
在，在陇海大院这个看似平凡的社区大

家庭里，生动地演绎了不平凡的爱心故
事。爱心的接力跑，从没掉过棒。

“不抛弃，不放弃，在一起。”这句
话，被陇海大院的人们，用 39 年如一日
的接力，郑重地写进了爱的词典里。

得到爱的人，给予爱的人，都成了
最幸福的人。陇海大院的故事还在延
续，敬一丹说，真希望我们的家、我们的
身边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大院。她说，对
大院的向往其实就是对幸福感的向往。

程玉峰（郑州晚报总编辑）：这大院是
如此平常：走进它，就仿佛走进了儿时老家
的小院，嗅到了那朴素而又温馨的气息。

这大院的人是如此平常：从长相到
职业，都只能用普通来评价。我敢说，
他们走在大街上，没有一点回头率。

这大院的人做的事是如此平常：只
是给高位截瘫的高新海做了做饭、理了
理发、聊了聊天、唱了唱歌……

因为平常，所以可信；因为平常，所
以可亲；因为平常，所以可敬。当这平
常累积了39年，便足以感动中国！

因为平常所以可信,因为平常所以可敬

张新彬（郑州晚报副总编、中原网
负责人）：听说一个残疾女孩，打车去电
台做节目，但没有一辆车愿意为她停
下。实在没有办法，她求助一个朋友把
她送到了电台。节目开始后，她不停抱
怨出租车司机以及这个城市的冷漠，来
发泄心中的不满。节目结束后已是深
夜，她从电台出来时突然发现电台楼下
停满了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说，他们听
到女孩在电台直播中的抱怨，不约而同
地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只为了
送她回家。

几年来，日益冷硬的我每次想起这

个故事都头皮发麻。
2015年2月28日下午，郑州市幸福

路 5 号，当我看到下班的邻居顺手把刚
买的蛋糕分出一袋递到高新海的手中
时，心头再次泛起电击般的感觉。爱会
传染，正是这点滴之爱，传染了越来越
多的邻居，终于形成了长达39年的爱的
长跑，传染到了整个郑州，传染到了整
个中国。

激荡整个民族的中国梦，这个伟大
梦想，也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一点
一滴的爱心，汇聚而成。

祝福祖国，祝福人民。

愿点滴之爱汇聚成河

张锡磊 （中原网新媒体中心总
监）：第一次听说陇海大院是在7年前，
在城市里，对门邻居互不相识的并不少
见，别说相帮相助了，而陇海大院邻里
之间能相处到如此融洽实在难得，这样

的邻里关系才是我们要弘扬的，我们要
倡导的，也是城市居民最需要的。陇海
大院，爱心创造奇迹，只为心中温暖。
愿这种相亲相爱撒满人间，整个社会温
暖如陇海大院。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采访团结束采访前，和大院的邻居们拍合影，大家一起面对镜头高喊：“幸福！”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马健 图

爱的传递，就这样永无止境

郑北周（中原网编辑中心总监）：情
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我踏进陇海
大院那一刻的直观感受。四面八方的
邻居，围聚在并不宽敞的院子里，围在
高位截瘫的高新海身边，脸上无一不洋
溢着自豪和温情。他们的幸福来自高
新海的幸福，高新海的幸福也感染着每
一个人，爱的传递，就这样无休无止，永

无止境……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经常会思索

一个问题，美的标准是什么？我从陇海大院里
找到了答案：美就是一心向善，美就是相伴不
离，美就是，陇海大院本身。在传承了千年中
华文明的中原大地上，当然还有千千万万个陇
海大院，他们扎根在这片厚重沃土里，真情交
融，一往而深，生生不息。

安群英（郑州日报
区街新闻部副主任）：自
2008 年开始，我与陇海
大 院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作为当初《郑州日
报》陇海大院报道组的
一员，这些年已经与大

院的邻居们熟悉得像朋友，亲切得像
亲人。他们感谢《郑州日报》对他们的
关注和报道。其实，最想说感谢的是
我，是陇海大院给了我新闻的源头活
水，多彩的生活才是一口口新闻深井，
而我能做的，就是俯下身去，去挖出那
滴滴清泉。

俯下身去，去挖出那滴滴清泉

王绍禹（中原地铁报编辑部主任）：
常常以为，网络时代、钢铁丛林中，看似众
生喧哗，其实众生皆孤独，人人捧着手机
给陌生人点赞，但很少对身边的人或事看
一眼。看完陇海大院的故事，接触了陇海
大院的人，他们抱团取暖，人人都不孤单，

高新海得到的是爱，帮助高新海的人得到
的是更多的爱。满满一个院子的好人，满
满一个院子的爱心，感动了一座城、一个
省、一个国。生而有幸得大爱，一场爱的
马拉松，长跑39年，相助方相知，相守更
相伴 ，愿爱一直在我们身边。

满满一院子好人承载的全是爱心

冉小平（郑州晚报记者）：爱心奉
献，坚持一两天，你我都行；但39年如一
日的奉献，一场马拉松式的爱心长跑，
世间罕见。在高新海过渡房前挂有一
个“郑州晚报”的报箱，一下子拉近了我

与高新海他们的距离。
拿高新海的话说，看看报纸上那些

扶危济困、坚守正义的新闻故事，想想
邻居们的友善帮助，心里有种“暖暖的
感觉”。

从高新海身上读到的媒体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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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薇薇（郑州报业集团新闻协调处
处长）：依然是熟悉的面孔、依然是熟悉
的场景，再见高新海和他的“众邻居”，时
光已匆匆走过7年，心头依旧怦然而生的
是一种感动和温暖。7年前，作为《郑州
日报》陇海大院报道组的成员，曾与他们
多次接触。7年时间不短，岁月在每个人
的脸上都留下痕迹，高新海的住处也由
陇海大院搬到了幸福路 5 号院，昔日的

“邻居”早已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但
不论搬到哪里，有高新海的地方就是陇
海大院，不管散到何处，他们依然是时时
环绕在高新海身边的“石头”、“老扁”、

“小毛”、“常三儿”。39年的相守，关爱因
时间的积淀而愈加醇厚，因新伙伴的加
入而让人倍觉温暖。心相伴、爱相随，

“陇海大院”早已成为了一个温暖的心
灵家园。

39年相守,这早已成为温暖的心灵家园

辛晓青（迅雷·看看河南总编辑）：
我还记得，大院里一棵犹如伞状的核桃
树撒下阴凉，记得后院伙房师傅种的一
片玫瑰年年艳丽，记得中午加班的爸妈
没回来，我和妹妹在旁边橙子姨家吃
饭，那是我记忆中的“大院”，存在于 30
年前我 7 岁之前的记忆里。而如今，30
多层的大厦，电梯冷冰、防盗门坚硬，所

有的温暖都模糊了。
今天，走进陇海大院，也走进了儿

时的大院，那尘封了 30 年的记忆，瞬间
打开了闸门汹涌而来，让我的鼻子酸
涩、胸腔膨胀。

是高新海和他的“家人”，让我们看
到温暖的邻居还在，今天，也是我们重
回“大院”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