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纷纷为“王宽家”点赞

“王宽家”的故事在网络上掀起了
爱心潮。中国网、中青在线、凤凰、新
浪、网易、搜狐、腾讯等国内各大网站，
都对郑州全媒体关于“最美家庭”王宽
家事迹报道进行了转载。在微博、微
信朋友圈里，网友们也纷纷为“王宽
家”点赞。

爱心如潮水，涌动媒体界：《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晚报》、

《今晚报》、《羊城晚报》、《扬子晚报》、《齐
鲁晚报》、《辽沈晚报》、《钱江晚报》、《深
圳晚报》、《南宁晚报》等百余家媒体总
编辑和相关记者看到郑州报业集团的
报道后，纷纷表示要跟进报道。

全国晚报总编们说……

中国晚协会长、《北京晚报》总编
辑任欢迎：王宽夫妇事迹感人至深，

《北京晚报》将参与到报道中来。
《今晚报》社长鲍国之：王宽夫妇是

伟大高尚的老人，他们把人类最温暖的
慈悲情怀化为行动，值得广泛传播。

《羊城晚报》总编辑刘海陵：看了
《在郑州，有一种爱叫“王宽家”》，让人
泪奔，我们将跟进报道，传递“郑”能量。

《扬子晚报》副总编薛兵：17 年的
爱心坚守，改变了6个孤儿的命运。王
宽夫妇用他们细雨润物的执着和善
良，创作了最动人最闪亮的作品。

《齐鲁晚报》执行总编张天卫：《齐
鲁晚报》有个凡人歌栏目，主要刊发凡
人善举事迹，以前以山东人为主，现在
看来要突破了。王宽，山东人挺您！

《钱江晚报》执行总编辑张亮：看到
关于“王宽家”的报道，深受触动。豫剧
名家唱了一出感天动地的“育孤”大戏。

《沈阳晚报》总编辑罗宪杰：戏比
天大，爱比海深，这个郑州好故事，值
得传颂，值得大力弘扬。

《南宁晚报》总编辑程小华：这是
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爱的家
庭，我们要讲好这个故事，通过我们的

媒体将爱传递。
《大连晚报》总编辑赵振江：17 年

的“育孤”故事让人动容，郑州报业的
报道也很给力，希望这种爱通过媒体
接力，一直传递下去。

《银川晚报》总编辑丁洪：这个家
庭的事迹非常感人，我们相信这个河
南最美家庭将用他们身上流淌的温情
温暖、向上向善的正气和力量，感动中
原、感动中国。

《辽沈晚报》总编辑徐晓民：我们将
对“王宽家”的爱心故事进行跟踪报道，
让所有人分享这份爱、传递这份爱。

《深圳晚报》副总编辑霍莉：离心
最近的才最有生命力。王宽的爱心家
庭是社会爱心事业的一个标杆，我们
需要王宽一家这样的标杆，我们将予
以转载，追踪报道。

《泉州晚报》社长叶燕民：17年收养
6名孤儿，捐款上百万，不是一般人能做
到的，这份温暖的大爱让人震撼。我们
将跟进报道，用感动传递感动。

…… ……

让这个爱心家庭感动中国

中央电视台河南记者站站长代纪
玲、《呼和浩特晚报》总编辑戴春梅等
都表示，要在国庆节后转载并进一步
采访报道，一起传播郑州的正能量，让
这个没有血缘关系却血浓于水的爱心
家庭的故事，感动中国。

更有人看到报道后准备将爱心传
递。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河
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杨建国看到报道后，给郑州报业集团
微信留言：“我和王宽夫妇家住一栋
楼，他们老两口的品德在小区有口皆
碑，对收养的孩子教育有方，孩子们见
到我们这些邻居都很有礼貌。他们那
么有爱心，我也要把他们的故事多多
转发，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

10月1日出版的《扬子晚报》和《南
宁晚报》，已经在显著位置，对“王宽
家”的报道进行了转载。

全国百余家媒体
力挺“王宽家”报道
多家晚报总编辑表示将跟进报道
把郑州动人故事传遍全国

带着妹妹上学的洪战辉、舍生取义的李剑英、“最美乡村女教师”李玲，邻居接
力照顾截瘫病人高新海38年之久的“陇海大院”。郑州报业集团曾连续推
出4个感动中国人物，令全国报业钦佩。
9月30日，郑州报业集团重磅推出长篇通讯《在郑州，有一种爱叫“王宽
家”》，再一次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目光。国内多家知名网站、晚报、微信公
众号纷纷转载、转发相关报道，王宽家的故事在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广
州、西宁、大连、泉州、深圳、南宁……在祖国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流
传，感动在蔓延。

王宽家欢聚一堂，热热闹闹地包饺子

王宽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

闹不过“王宽家”
陪二老过节，一大家人包饺子有说有唱
长大成人，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来继续进行！”

孩子们小时候学习乐器的老照片 王宽夫妇和孩子们小时候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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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7 年过去了，
王宽夫妇收养的6个孤儿，5个已经长大
成人，留在家乡的“渐冻人”孤儿华伟也
被好好供养，直到18岁病重去世。

今年国庆节放假后，王宽夫妇和自
己的儿女及外孙子王海龙，先回到周口
淮阳老家探亲访友。平时几个孩子各忙
各的，很难凑到一起，从放假头一天开
始，他们就先后给王宽夫妇打电话，问他
们什么时候回郑州，想趁着假期，陪二老
一起过个节。最后，大家约定10月5日，
孩子们回到他们曾经共同成长的英协花
园的爷爷奶奶家中，欢聚一堂。

5个孩子被王宽夫妇收养时，年龄都
偏小，所以管二老叫爷爷奶奶，管王宽夫
妇的儿子和女儿叫爸爸妈妈。

现在孩子们大了，搬出去住，自食其
力。

老大汪海波 1987 年生，在河南工程
信息学校毕业，现就职于一家公司。

老二汪文胜 1988 年生，在河南艺术
职业学院毕业，专业板胡，毕业后做过驾
校教练，后来辞职，目前待业。

老三袁钱粮，1989年生，毕业于河南
艺术职业学院，专业笙，毕业后进过剧

团，后来自己租大学食堂窗口卖饭，生意
不好，现在重新创业。

老四汪雯（女），1990年生，毕业于许
昌职业技术学院。现任河南省商务厅第
二幼儿园幼儿教师。

老五汪欣（女），1993年生，毕业于河
南工程学院，学的财务管理，今年 6 月毕
业，现在某文化传播公司任职。

5日下午3点以后，王宽家的门铃陆
续响起，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带着礼物，带
着笑容，带着祝愿，从四面八方回来了。

王淑荣说，今天要让大家尝点新鲜
的，在传统的肉菜饺子馅里，专门加入了
南瓜，要吃一次南瓜馅的饺子！儿孙们
都表示支持，他们把客厅大桌子上的东
西腾干净，开始一起动手包饺子。

下饺子的过程中，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又想起了小时候组建乐队，一起演奏
的情景。王淑荣说，当时的乐器还在家
里放着呢，孩子们到得这么齐，不如再演
奏一次，看看水平有没有退步。

汪文胜拿起了板胡，袁钱粮端起了
笙，汪雯弹琵琶，汪欣奏古筝……温馨的
大家庭里，又响起了优美动听的合奏。
这个节日，真是比过年还要热闹。

国庆长假，热
收养的5个孩子都回到爷爷奶奶家
孩子们的心声：“爷爷奶奶，我们都已

国庆节前，9月30日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及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郑州电视台，以《在郑州，有一种爱叫“王宽家”》为题，集中报道了我市著名豫剧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王宽，退休后在茶座卖唱10年，抚养家乡6个孤儿的
感人故事。
进入10月的郑州秋风渐凉，郑州人的心头却暖流涌动。“王宽家”的大爱，感动着
郑州，感动着河南，感动着全国。即使在假期里，通过新媒体传播的“王宽家”，依
然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对象。
这个国庆假日里，听说孩子们都趁着放假要来陪两位老人过节，郑州晚报记者也
再度来到“王宽家”，见证了一大家子欢聚一堂度过节日。
郑州全媒体记者 董黎 李娜 张翼飞 殷海涛 陈曦 卢静 文/图

汪雯说，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爷
爷奶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给了她希望，
给了她温暖、爱和幸福，让她由不幸女孩
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受爷爷奶奶
爱心的熏陶和感染，汪雯和几个兄弟姊
妹，也都把助人为乐当成了一种习惯。

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上大学的时
候，每到暑假，汪雯都会和爷爷奶奶回到
淮阳老家，教当地的留守儿童唱戏、乐器
演奏和舞蹈。每年都去，每次都要教二

三十个孩子。
而在许昌求学期间，她和大学室友

们自己排练舞蹈等文艺节目，经常到
附近的敬老院给老人表演，给他们带
去欢乐。

在郑州的幼儿园参加工作后，汪雯
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去年
暑假，她周末在琴行教授琵琶。郑州女
子监狱的一位领导找到她，说他们监狱
也要排练节目，需要有老师教授弹琴。

每周五去一次，他们派车接送。本来说
是有报酬的，但汪雯拒绝了，义务教了很
长一段时间。

汪雯默默做着好事，但大家还是知道
了，称她为“最有爱心的幼儿园教师”。

她想通过晚报，向王宽夫妇两位老
人表达她和所有孩子的心声：“爷爷奶
奶，我们都已长大成人，你们可以放下肩
上的担子歇歇了，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来
为你们继续进行！”

王宽冒雪去表演：挣一点是一点，家这么大

汪雯是一位深受家长和孩子们喜爱
的幼儿教师，她代表兄妹5个讲述了他们
心目中的爷爷奶奶。

“妈妈生我时难产，走了。”汪雯说，自
己的老家在周口淮阳县郑集乡农村，上面
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
妹。四五岁时，爸爸也患病走了。

父母双亡，一下子撇下他们兄弟
姊妹 4 人，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就靠
爷爷一个劳力挣钱，为了我们，爷爷没
白没黑地干。”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
爷本来身体不好，没过几年就因积劳

成疾撒手人寰。
“后妈改嫁了，奶奶年纪也大了，4个

孩子根本养活不了。”汪雯说，王宽爷爷
和淑荣奶奶就帮着照顾他们，“在七八岁
时，我和二哥文胜、妹妹汪欣从淮阳农村
来到了郑州，又有了一个家。”

在汪雯的记忆里，尽管大石桥优胜
南路的老房子仅有百十平方米，却住了快
10口人，只得打地铺，但是特别温暖。“爷
爷、奶奶对我们很好，就像亲孙女一样，我
生病了爷爷会陪着我去打点滴，奶奶给我
们做饭，教我们识字。”她说，“孩子们都是

孤儿，来自不幸的家庭，爷爷奶奶一视同
仁，从小到大，在郑州10多年，几乎没发生
过什么别扭。”

汪雯在郑州从小学读到高中，“每次
去上学，爷爷跑前跑后，为我的学业操了
不少心”。她说，记得有一年冬天，刮着
大风，下着大雪，特别寒冷，“爷爷要骑车
去茶楼表演，我们心疼他，不让去，他说
没事的，能挣一点是一点，毕竟家这么
大。”那晚，爷爷还是去了。在她的印象
中，爷爷很辛苦，去茶楼回来都是深夜
了，他们已入睡了。

“爷爷奶奶，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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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雯代表兄妹
们，讲述他们心
目中的爷爷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