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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彰显和谐郑州现象

市民代表、管城区北下街办事处工
作人员邓艳说最近从媒体上看到了王
宽的报道，又聆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
学到了不少东西，很有感触，对大爱的
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精神上得到了
洗礼和升华。

“王宽的身体不好，家庭困难，但
是坚持了 17 年，终于把孤儿们养大，
太了不起了。”邓艳说，除了王宽，还有
胡佩兰、“陇海大院”，郑州出现了“感
动中国”三连冠，作为市民，她感到非
常自豪。

“作为普通市民，我能做些什么
呢？”邓艳说，那就是立足岗位、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教育好子女，带动身边
人，以自己的方式做好事，在大爱之城
里传递正能量。

市民代表、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英
协社区工作人员张杰表示，他 2012 年 7
月参加工作以来，和王宽接触很多次，
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说，开这次研
讨会，非常有必要，自己有很多心声，

“大爱的故事讲不完”。
张杰说，王宽得知市民刘东心经常

做好事，自己患了白血病却无钱医治，
同情之余就想帮帮他。“经王宽提议，我
们在紫荆山公园搞了一次义演，当天募
集到的 2.6 万块钱王宽亲手交到了刘东
心的家属手中。”他说，每年春节，王宽
为社区的贫困户义写对联，去农村教留
守儿童学豫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行
动，让他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育。

作为一名 90 后，张杰说，从自身做
起，传递正能量，影响周围的人们，已经
成了他的心愿。“我也期待更多的市民
加入到爱心大家庭里来，把大爱之城建
设得更加美好。”

市民代表、郑州市爱心导盲犬服务
中心主任关骊表示，连日来，从郑州报
业集团《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上看到
王宽故事及大爱郑州的生动报道，心里
感到很高兴，也很温暖，为郑报集团的
媒体责任和担当点赞。

关骊说，自己也是一名公益人士，
2009 年 7 月，她开办了爱心导盲犬服务
中心，在训练导盲犬的过程中，付出了
很多心血，并先后送出去了 6 只导盲犬
供盲人免费使用，给他们的生活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年，吃了不少
苦头，也流过不少泪水，但看到经过培
训的导盲犬给盲人朋友提供了实在的
帮助，又很开心，收获的快乐更多一
些。”她说。

关骊说，郑州连续 3 年涌现了 3 位
“感动中国”人物，非常了不得，这与政
府的倡导、媒体的宣传和市民的支持分
不开。“郑州好人越来越多，大爱之城名
不虚传，也感谢郑州报业集团的大力报
道，在全社会营造出了浓厚的氛围，功
不可没。希望大爱郑州继续涌现感动
中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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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
化的城市，以爱国、厚民、崇德、守
信、尚和、从善为主流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这里孕育、传承与
弘扬。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
以 人 为 中 心 的 建 设 。“ 大 爱 之
城·郑 州 现 象 ”看 似 是 一 种 现
象，但究其背后，这里有爱的基
因，有爱的传统，有爱的传承，
又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是在倡导
爱心、传递爱心、奉献爱心的过程
中，结出“大爱之城”的硕果。

近 年 来 ，郑 州 涌 现 出 9 位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连续 3
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颁奖台
上，都有郑州人的身影，尤其是
胡佩兰、陇海大院、王宽家，在更
高层面上演绎着郑州温暖和郑
州大爱。

郑州报业集团持续关注的胡
佩兰、陇海大院、王宽等一系列爱
心人物，充分展现了主流媒体的
责任和担当。传播大爱，温暖向
善，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彰显人性光辉、提升人的精神
境界，使之传递的社会正能量符合
人性，接地气，传得开。站在感动
中国年度十大人物领奖台上的王
宽夫妇，在国人面前呈现了满满的

“郑”能量。
在社会教育中，人的生活过

程包含“成己、成人、成事”3 个方
面的内容。郑州之所以能成为

“大爱之城”，就是在这 3 个过程
中，这座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正
确引领，深入民心，层层递进，水
到渠成，最终构成了连续 3 年“感
动中国”的动人画卷。

爱的传承彰显郑州精神
郑州大学教授 纪德尚

郑州报业集团推出的郑州的
市民代表，包括集体，连续 3 年获
得“感动中国”人物，是从来没有
过的、非常了不起的。它能够反
映出一个城市的民风民德，反映
出这个城市的道德水准，以及城
市管理者和全体市民在精神文明
建设上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高山彰群峰，大德昭民风。
一个城市集中出现这么多的“大
好人”，肯定是有更多好人作为基
数的。

巍巍高山，不会是孤峰陡
立。胡佩兰、陇海大院、“王宽家”，
令人高山仰止。而道德典范也必
然是在一定的道德风气熏染下产
生的，善风良俗孕育着道德典范，
道德典范也代表着民风民德。

崇美者眼前多美景，崇贤者
心中多贤人。怀着感恩之心的人，
对别人的善良与好意极为敏感，点
滴在心，他们也必然是能在生活中
发现更多善良的人。郑州报业集
团在这个城市发现的道德典型多，
说明市民群体向善慕善者众。

人心向善性本善，民风可期
德有期。感动中国“三连冠”说明
了郑州人眼中有善，也说明市民
群体对社会道德前景的信心。

中原捷足是期许，黄天厚土
颂传统。在胡佩兰、陇海大院爱
心集体、“王宽家”身上，我们看到
的更多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原民间
传统。他们的事迹发生在现代化
的省城中，他们代表现在也代表
传统，代表着一条传统与现代化
交织着的道路，代表的是一个城
市的高度。

王宽的故事从 2001 年开始
被发掘报道，15 年后终于登上

“感动中国”的舞台，说明咱们的
媒 体 郑 州 报 业 一 直 在 持 续 关
注。这种持续的关注能影响和
带动更多人做好事，让郑州成为
一个“大爱之城”。

我觉得 2015“感动中国”
年 度 人 物 颁 奖 盛 典 真 让 我 们
河南人又扬眉吐气了一把，尤其
是白岩松说“感动中国”做了 14
年，其中有 13 位河南人，几乎一

年 一 位 。 这 是 我 们 河 南 的 骄
傲。而我们郑州市就有 9 位“感
动中国”人物，而且连续 3 年上
榜，这与像《郑州日报》《郑州晚
报》这样的媒体对传统文化和
奉献精神的大力宣传推广分不
开的。

郑州这个“大爱之城”头衔
的获得不是偶然的。传统文化
的精髓和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老
百姓心中。

我们街头的墙壁上和宣传
栏里，随处可见《三字经》《弟
子规》的语录或者漫画。它们
不仅温暖着这个城市，更是给
市 民 一 种 生 活 的 提 示 和 启
迪。这些现实中的一点一滴都
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存在。

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者，我们
会继续把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抓
好，用现实中的典型事例教育
鼓励学生，让下一代感受到更
多 的“ 郑 州 现 象 ”和“ 河 南 现
象”，让年轻人发展得更好，传
承传统文化和中原文化。

媒体持续关注起巨大作用
黄河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 赵会利

郑州人，在一个个优秀儿女
的作为中传递着强大的“郑”能
量。胡佩兰用一生的时间给了我
们感动；陇海大院帮人不是一天
两天，而是 40 多年；“王宽家”不
是救助一个支持一个，而是十几
年如一日，养育孤儿，慈善助人。
这中间的延续坚持，是“大爱之
城”的灵魂所在。

郑州好人多，这个“大爱之
城”的获得有一个厚实的基础。
中原大地文化有包容性，有担当

和追求，一直都被称为“中原多
义士”。单单从郑州的一些街名
上，就能看到这种厚重的传统文
化。郑州有一个老街“德化街”，
以德教化以德行商，还有“大同
路 ”，体 现 的 就 是 一 种 博 爱 精
神。这些都体现着中原大地的
精神追求，是我们一个又一个

“感动中国人物”产生的肥厚的
土壤。

郑州正能量的建设依然是
任重而道远的。应加强对“郑”
能量的研究与宣传，形成系统的

“郑”能量理论，用以指导良好的
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推动社会
文化建设良性发展。还应充分
利用大众媒体覆盖面广、群众关
注程度高的特点，加强对“郑”能
量的宣传，经常刊发和播出关于

“郑”能量的影视作品和文艺节
目，宣传报道“郑”能量建设的进
展、成效、经验和先进典型，在全
社会培养“郑”能量理念、树立

“郑”能量意识、营造“郑”能量氛
围，形成大力推进“郑”能量建设
的社会环境。

向来“中原多义士”
中州大学副教授 张豪

“怎么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这样高大上的理论与老百
姓的心灵需求结合在一起？‘郑州
好人’这样一种现象，就提供了一
个讨论的意义，关键在于让我们
能够触手可及，可信。”

这些年，郑州媒体报道出来
的这些感动中国人物，他们是百姓
身边鲜活的道德楷模，这奠基了

“大爱之城”，“郑州现象”源于接了
地气，“郑”能量启动了“正能量”。

“大爱之城·郑州现象”，是一

种启发。郑州市以“大爱”彰显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为特点
的道德楷模的挖掘，触碰到中原
大地上受到共同地域文化熏陶
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灵触点：郑
州人好有爱，河南人好有爱，中国
人好有爱，中国人自古就有爱！

“郑”能量在于接了地气，凸显“正
能量”。

“大爱之城·郑州现象”，是一
种引领。这些看似普通的，也可
能一晃而过的人物和现象，如果
没有宣传部门的一种政治引领，
没有一种责任意识，没有一种政
治敏锐感，没有新闻工作者的敬
业与灵动，是带不来我们今天的
感动和思考的。

“大爱之城·郑州现象”，是一
种担当。只有地方党委、政府真
正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当作自己的主体责任和
使命，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宏伟目标出发，重视和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积极探
索实践的路径，才会收到如此的
成效。

身边楷模影响更接地气
郑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赵林

连续三年“诞生”三位感动中
国年度人物，为郑州这座城市贴
上全新的标签——大爱之城。

郑州 14 年来涌现出的感动
中 国 人 物 群 体 塑 造 的 大 爱 精
神，传递的是郑州市民对社会
和谐、生活幸福的精神寄托和
永恒愿望，传承的是当代郑州
人薪火相传的精神火种，是中
国精神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
与 特 定 环 境 条 件 下 的 集 中 展
现 。 这 种 大 爱 精 神 不 是 偶 然

出现的，作为“郑州现象”有其
产 生 的 社 会 历 史 条 件 和 现 实
必然性。

第一，良好的政治生态是“郑
州现象”产生的有利契机和深厚
基础。

第二，良好的社会风气是“郑
州现象”产生的社会环境基础。

第三，在继承中创新的中原
文化是“郑州现象”产生的历史文
化基础。

第四，群体性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是“郑州现象”产
生的精神支柱。

第五，郑州各级党委、政府
和现代媒体的通力合作，强力助
推“郑州现象”产生，尤其是郑州
报业集团旗下《郑州日报》、《郑
州晚报》、中原网等现代媒体，连
续三年成功推出三位“感动中国
十大年度人物”，弘扬“郑”能量、
正能量，见证了负责任、接地气
的媒体真诚、朴素的坚守。可以
说，郑州“感动中国”三连冠，党
委、政府和现代媒体的勇于担当
功不可没。

连续“感动中国”有其必然性
郑州师范学院教授 王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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