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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周口东新区许湾乡希望小
学校长，曾经的一位乡村教师，2002年
师范毕业后，在家乡周口淮阳许湾乡
创办希望小学，任校长兼思想品德老
师，2009年已有7个班300多名学生。

为了学校的孩子能坐在宽敞的
阅览室里看书阅读，李灵趁着放麦
假，向父亲要了 200元只身来到郑
州。她买了一辆破旧三轮车，沿街收
购各种书籍。

2009年6月的一天，在郑州西郊某
小区，有网友见到一名看上去30岁左右、
衣着朴素的女子回收旧教辅材料……

烈日下，李灵骑着破三轮车穿街
过巷，拿着秤一斤斤地回收旧书本。她
用汗水载回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

从 2009年 6月 18日全国首发至
2010年4月28日，《郑州晚报》对“最
美乡村女教师”李灵典型事迹实施大
型连续报道，持续用近一年的时间、
近 50篇稿件，跟踪、连续报道了李灵
骑三轮车到省会郑州街头，为乡村留
守儿童学生收购课外教辅书的感人
事迹，感动了国人。

颁奖词
李灵——一切从零开始，从乡

村开始，从识字和算术开始。别人
离开的时候，她留下来；别人收获
的时候，她还在耕作。她挑着孩子
沉甸甸的梦想，她在春天播下希望
的种子。她是80后。

说起郑州报业集团和“感动中国人
物”评选的渊源，带着捡来的妹妹、艰难求
学12年的洪战辉是一个开始。

洪战辉，西华人，中南大学教师。他
带着捡来的妹妹，艰难求学12年。

《郑州晚报》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对洪
战辉事迹进行报道的媒体。2005年 12
月 6日，《郑州晚报》以长篇通讯的形式
推出了“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的先
进事迹，迅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94年的一天，洪战辉原本清贫但
幸福的生活被一场“突变”打破了，父亲疯
了，亲妹妹死了，父亲又捡回一个遗弃女
婴，母亲后来也离家出走。当时只有 12
岁的洪战辉不得不承担起照顾患病父亲
和年幼妹妹的责任。

为了挣钱养家，洪战辉一边上学，一
边做小生意，打零工。他利用课余时间卖
笔、卖蜡烛、卖鞋袜，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做
杂工。就这样，他将妹妹带在身边。在湖
南怀化读大学的日子里，他安排妹妹上了
小学。

在湖南怀化学院的校园里，洪战辉每
天早上用自行车把妹妹送到石门小学，晚
上再接回到他们的住处——男生宿舍下
的楼梯间。他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年幼的
妹妹，这一照顾就是12年。

颁奖词
洪战辉——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

候，就对另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担起了责
任，就要撑起困境中的家庭，就要学会友
善、勇敢和坚强。生活让他过早地开始收
获，他由此从男孩变成了苦难打不倒的男
子汉，在贫困中求学，在艰辛中自强。今
天，他仍然文弱，但精神上他从来是强者。

李剑英，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牺牲
的空军飞行员，河南郑州人，空军上校
军衔，历任飞行员、飞行中队长、领航主
任等职，曾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
次，牺牲后被追记一等功。

2007年 1月 4日，《郑州晚报》独
家责任栏目以“飞行员李剑英壮烈牺
牲 3次放弃跳伞机会”为题对李剑英
的英勇事迹进行了报道，引起全国媒
体的关注、转发。

2006年 11月 14日，李剑英在完
成训练任务驾机返航途中，遭遇鸽群
撞击，发动机空中停车。此时，飞机
高度 194米，跳伞就能保住自己的生
命。从鸽群撞击点到飞机坠毁点2300
米跑道延长线的两侧680米范围内，分
布 7个自然村，居住着 3500口人。当
时飞机上还有800多公升航空油，120

余发航空炮弹，1发火箭弹，还有易燃
的氧气瓶等物品，如果跳伞后的飞机
失去控制，坠入村庄，后果不堪设想。

16秒的时间内，为了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和国家财产，他先后 3次放弃
了跳伞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迫降。迫降过程中，飞机爆炸解
体，李剑英同志壮烈牺牲。在16秒时
间里，他用生命写出了人民军队爱人
民的优美赞歌。

颁奖词
李剑英——烟笼大地，声震蓝

天。星陨大地，魂归长天，他有22年
飞行生涯，可命运只给他16秒！他是
一名军人，自然把生命的天平向人民
倾斜。飞机无法转弯，他只能让自己
的生命改变航向。

2005年度获奖人物
洪战辉

2007年度获奖人物 李剑英

2009年度获奖人物 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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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和学生在一起

感动中国 6位人物汇聚正能量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从2002年央视推出“感

动中国人物”评选以来，赢得
了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赞美
与敬意，已经有15位河南人
和1个群体——陇海大院先
后登上“感动中国”的舞台。

他们之中，有6人（含集
体）由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发
掘、推出。一个城市连续3
年推出“感动中国人物”，开
创了感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
报业的先河。一个人——98
岁大爱仁医胡佩兰、一个家
庭——“卖唱救孤”王宽家、
一个大院——爱心群体陇海
大院，更是让郑州获得了大
爱之城、温暖之城、正能量之
城的美誉。
郑报全媒体记者 梁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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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宽家”在领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