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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郑州新闻广播总监葛阳）：各位好，欢迎大家收
看由郑州日报、郑州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周末面对
面》，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是——“陇海大院现象”与城市文
明。我们现在的谈话地点就在陇海大院，一个普通的居民
区。先介绍一下参加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

这位是我们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这是省
社科院的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郑州日报社副社长李洪
太，郑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张明锁。

【镜头回放】
看了刚才的短片介绍，大家对高新海和陇海大院会有

一些了解和感受。先和专家聊几句，刘院长，您是什么时候
知道这个事情的？

刘道兴：我是最近看《郑州日报》知道的，过去我们看到
宣传残疾人，一般是说这一个人要么身残志坚，做了多么了
不起的事情，或者是帮助残疾人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年
轻人天天去帮助他做好事。我们这个陇海大院事情之所以
感人，一个是它是一个群体，光报纸上登的他的好邻居就有
19个人的名字。另外它时间长，等于从改革开放前就开始
了，一直坚持了32年，这个就不容易，每天如此。所以这么
多好人来帮助他，也是他本人有这样一种对生活、对生命的
乐观、向上的精神。

我看了《郑州日报》的几次报道上都说，他本人对生活
就像一团火，他个人有一种魅力或者说魔力，给大家带来了
快乐和希望。一个残疾人他能这么对待生活，那无形中给
我们健康人一种力量。作为这个先进群体和他本人的事
情，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对我们怎么来处理邻里关系意义
非常大。

主持人：张教授，您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包括听到电台
里讲的这样一个很平凡的事情的报道，您会不会为它受到
感动？

张明锁：感到很震撼，我刚才听了这几位工人老大哥的
描述，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平淡，但是就是从平淡当中可以看
到伟大的东西。通过高新海我看到什么是坚强，通过他的
家庭我看到什么是母爱，什么是亲情。通过他的这些朋友
们，我看到了什么叫朋友，什么叫工人阶级，什么叫工人阶级
的先进性，我看到了什么是拼搏，我看到了奉献，我看到了进
取！所以虽然二七大罢工离今天有八十几年了，二七精神就
是这样代代地发扬光大，我向这些工人兄弟们表示诚挚的
谢意！（三鞠躬）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李总，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
候，怎么就决定能够在报纸上用这么大的版面去报道，这个
事情是不是也让你感动？

李洪太：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今年
3月份的时候，我们郑州日报搞了一个报道《寻找身边的雷
锋》，报道过后，总觉得我们的报道还不够。经过一段时间
反复地采访、反复地研究、反复地讨论，在这次采访过程中，
我们也一次一次地被感动。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也一次
次地提高和升华，其价值远不是一个学雷锋做好事那么简
单。特别是对于高新海这样一个高位截瘫，连日常生活都
无法自理的人，不能苛求他能够对社会做什么轰轰烈烈的
大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只要他出生在中国这
块大地上，他就同健全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生命的权利，生活
的权利，更何况他还以他的乐观向上、热情真诚尽其所能去
帮助他人。首都北京一位宣传部门的同志谈起此事，颇为
感慨:高新海同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张海迪具有同等的价

值。正因为其普通，才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
义。郑州日报作为党报、作为主流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工
作当中，应该发出自己主流的声音。所以，我们组织了庞大
的采访组，有三位文字记者（包括我），一位摄影记者，还有
一位写评论的记者。从上个月中秋节在今天这个现场举行
的“老邻居中秋赏月会”开始，32天我们先后刊发十多篇关
于陇海大院的报道，第一篇消息在一版头题发出，并配发评
论《为陇海大院叫好》，第二天发了一个整版的图片，第三天
又发了一个长篇通讯《大爱无声》，随后我们又组织了一系
列的连续报道，我们就是要用高密度的版面宣传陇海大院，
宣传陇海大院的这种精神。

主持人：不止这个群体，就是高新海本人就有很多值得
我们钦佩和学习的地方。现在他是很多朋友的知心大哥，很
多人有很多事情觉得看不开了就和他聊，他的这种经历可以
开导很多人，特别从他二哥去世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扛大梁
的人了，所以他变得日益坚强，而且他觉得他要让邻里看到他
这种坚强的状态，永远是以微笑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我想问一下专家，您觉得他这种性格的变化对我们有
什么样的启发？

刘道兴：他本人也好、家庭也好，对常人理解应该是灾
难，但是面对不幸，他表现得非常坚强。因为他看到了这个
社会，看到了邻里大家都对他非常关爱和关心，大家给了他
希望，他一直在想，怎么向别人回报爱。所以，这是一个相
互的过程。大家一旦给予他大爱，他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回报大家，我听别人讲，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他去送。而
且我看到现在出租车上有一条标语叫：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你给别人的爱越多，你肯定能得到越多
的爱。反过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如说他有残疾了，那

么他在心理上、身体上也病
了，他自己感觉到不敢见人，
他自闭、自我孤立，甚至性格
变得越来越古怪，三句话不投
机，人家想对他有所帮助也帮
不成，所以这种现象是非常多
的。陇海大院这个事迹以及
高师傅对人生的态度，给全社
会都带来一种启示，告诉我们
到底该怎样面对困难、面对不
幸、面对生活。

主持人：张教授，很多残
疾人出现残疾以后，生活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可能他身
体残疾，心理也残疾了。而高
新海不是这样，他身体残疾，
但是他的这种状态，他的邻居
都说他比健康人还健康，你怎
么理解？

张明锁：我想他之所以能
够这样坚强地活着，跟他本人
有坚强的意志和拼搏的精神
是分不开的。我知道，他在高
位截瘫之前是一个足球爱好
者，他有很坚强的意志，所以
我觉得他是有很高的智慧的。

主持人：我可以给你说一
个例子引证一下，他现在这种
状态还能组织原来的球友踢
球，然后组织他们集体看球，
这些（工作）都能干。

张明锁：所以我说坚强和
智慧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他聪
明，所以他达观，他就能看到
社会的变化，他觉得活下去是
建立在对社会认识非常清楚
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社
会有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他
们就能够坚定地生活下去。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比较
悲观，但是我看到了，是邻居和

朋友们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有很多
人确实还生活在困窘当中，也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残疾人，确实
从他们生活状况来说，我们感觉到是很可怜的，但是应该认识
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向光明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多次说
要让所有的弱势群体共享发展的成果，所以我想通过高新
海这个榜样，鼓励更多的弱势群体要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
就是你的聪明表现，就是你的智慧。

主持人：丁部长，当您看到《郑州日报》刊登的有关高新海
的报道，陇海大院32年书写人间大爱，您当时有什么感受？

丁世显：我感觉在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文
明历史的进程当中，形成了好的传统，邻里之间互助互爱，
这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30年
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人们的
精神世界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开始有了很大的飞跃和进
步，这体现了历史优良传统和现代时代精神的一种结合。

看了报道之后，尤其是今天我在这儿听了这个介绍，很
受教育，为我们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邻里和睦、邻里友情、
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打下了好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对
于高师傅来讲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这个精神非常值得提
倡，也非常值得很好地宣传，让全世界都能够深切地感受
到，同时也能够自觉地形成这个和睦、相助、友情，进而达到
更高的思想境地，非常好，非常值得提倡和推广！

主持人：不管是《郑州日报》的报道，还是上一期的《小
区大爱》，这一期的《周末面对面》节目，很多人看了之后都
觉得挺感动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会提出来一些问题，有的
大学生说了这个事情还挺好，但是至于你们这么大规模地
宣传，一期节目又一期节目，还搁在那么显著的版面，这是
不是有点故意放大或者故意炒作的痕迹？

李洪太：可以理解年轻朋友的这个想法，可能在近些年
的社会生活当中，见到虚假的现象太多，以至于对一些真实
的东西也产生怀疑。具体到这件事，第一，我们作为中共郑
州市委的机关报，有责任和义务去宣传和报道一些代表主
流社会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忘记党报的神圣
使命，歌颂真善美，倡导社会新风，支持创建和谐社会，这是
我们永远的命题。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运用我们的新
闻手段去报道这些事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不
这样，反而是我们的失职。如果说有人把它理解为炒作的
话，我们觉得对代表社会主流的东西、对健康向上的东西，
我们不仅要“炒”，而且要把它“炒”大“炒”热。

主持人：院长认同不认同李总说的这种“炒作”？
刘道兴：宣传社会文明和谐，宣传发生在我们普通老百

姓身边非常实在的感人的事情，说它是“炒作”也没有关系。
李洪太：更重要的前提是这个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如

果有朋友怀疑的话，我们也请他们来到陇海大院，走近高新
海和他这群可爱的老邻居身边，现场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笔
下的陇海大院和现实中的陇海大院，他一定会有一种全新
的感受。在任何时候，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主流媒体都要宣
传社会的这种好的风气和精神。相反，我们对那种凶杀、婚
外情、明星丑闻、八卦新闻之类捕风捉影式的无聊的“炒
作”，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主持人：刚才大家看到《郑州日报》所刊发的一个爱心
榜，其实也只是帮助高新海的一部分人的名字，我们现场做
一个采访，贾师傅，这两天我老见你在高师傅家，像家里的
柴米油盐，你买的时候顺便都给他买了，然后送到他家，他
也很自然地接受了。

贾留成（陇海大院邻居）：一般我买的时候顺便都帮他
带了。

主持人：那像一般价钱什么的怎么解决？
贾留成：没说过这些事情。
主持人：你就是很自然地买一份给他送就去行了。
贾留成：一般他家里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买着给他就

送过去了。
主持人：那要是一年买酱油什么的也得好几十瓶。
贾留成：没算过这个事情。
主持人：那高师傅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呢？
高新海：可能我和他们也都习惯了，一般我要是给他们

钱的话我都要挨骂的，有时候够着了还要捶两下。
主持人：那就是说如果别人坐了你的车要给你钱了，你

也会骂他们的。像我们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很难融洽，前

段时间也有报道，像一个地方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了都不认
识，但是怎么看待陇海大院这个现象呢？

张明锁：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机制有
很大的关系。有一些公司的白领人士没有什么时间去聊
天、串门，实际这些白领你说他们不喜欢人际交往吗？他们
也是很需要的。可是有的时候时间比较紧迫，或者是所在
的单位缺乏这种条件，你在企业上班，老板就是让你给我挣
钱的，我哪有时间去做你的工作啊，给你做交流啊。所以这
些白领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他们非常需要这种亲情式的
交往。有的时候容易产生心理疾患，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人，
他就去找心理医生。我倒是很希望我们的这些机关事业单
位或者企业，都好好学学陇海大院的这种精神，这个社区不
光是我们居委会的社区，而且让我们每一个单位和机构都
充满这种亲情。老板要多和员工交流一下，员工之间也要
互相关心，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需要，这个需要满足不了，
它就会产生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我说高新海这个事情，从
精神上来说他是幸福的，我希望我们很多机构有这样一个
环境。

主持人：其实这个事情讲出来这么和谐、这么融洽，同
时给大家带来欢乐，白领也好、金领也好，他也很羡慕。就
拿我来讲，不管我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周围能有这么一个
环境对我的家庭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很
少，特别是自己买了新房，真的是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的邻
居叫什么名字。

刘道兴：这其实就是我们从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一
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像张
家庄的、李家营的，基本上是一个种姓的人在一个村里面，
大家走出门了都是叫哥、姐、大伯、大妈，都是一个姓的人。
所以在农村的文化环境里面，人们不提防，每个家庭都是只
要家里有人，门都是打开着的，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这种邻里
关系，大家谁要盖房子、娶媳妇，别人都来帮忙，从来不说什
么钱的事，这就是农村的一种文明、文化。它一到城里来就
变了，住在一个家属院的人，从四面八方来的各个姓都有，
刚才我就说了，我们报纸上登了 19 个高师傅的好邻居，一
共有14个姓，姓孙的和姓王的有几个，其他的都是一个姓，
但是我们又处得非常好，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样就把农
村的这种文化给继承下来了。

这几年来大家相处在一起了，我们住在一个门洞里，住
好些年相互不了解。而且现在有时候我们之间的宣传还要
强调大家要提防，说要有人敲门，你千万不要开，我们现在
是进行这样一种文化的宣传。所以前一段时间专门有媒体
去试了一下，趁家长不在家给小孩说我认识你爸爸妈妈什
么的，你给我开开门吧，然后小孩就把门打开了。我说究竟
是让我们的孩子见人都提防，见人都小心，想着这可能是个
贼，还是要小孩见了人以后都觉得放心，觉得很善良、很可
爱，到底哪个更重要。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遇到了城市遇到
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怎么样来
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大家都要敞开心扉、相互了解、相互
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所以我觉得陇海大院这个典
型，它会引起我们在越来越大的城市里生活的人深深思考，
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的邻居。当然，我们的社区也应
该开展更多的活动，来给住在这一个家属院、一个小区、一
个社区的人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大家能够相互认识、相互
理解、相互沟通，大家认识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提防了。

主持人：丁部长，其实我们郑州市一直以来都在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我想小区里面的邻里和睦的问题，是不是也是
文明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丁世显：郑州市创建文明城市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创
建文明城市最重要的目标和目的是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
提高市民的文明程度。尤其是近年来，根据经济社会和城
市发展的情况，我们也在探索，围绕着创建目标和创建的重
点内容，探索出一些新的创建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从
2006 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邻居节”活动，这个活
动最早是由管城区自发搞起来的，就是住在一个小区、社区
里，由于大家平常工作都非常忙，很少在一起有交往、有了
解，一个门洞里谁也说不清谁叫什么名字。那么怎样从促
进人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进而使人们相互了解、相互
熟悉，再发展到大家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开展“邻居
节”活动，要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从 2006 年第一届到今年，年年都在做这个事，政府之
所以这样去搞就是要搭平台。我从一开始就听了听，刚才
刘院长也做了一些分析和介绍，高师傅他们也谈到了朋友
叫“小弟兄”，这说明他们从小都生活在一起，从小都有一种
亲情、感情、友情，所以说，多少年了一直都能坚持下来。那
么这样一种友情建立在从小能相处、相知、相交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这种相处、相知、相交，那么就不可能对一个陌生
人产生这么持久的助人友爱的行动。

所以，从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和谐程度来讲，我们开
展这个“邻居节”活动，搭建这个平台，邻里和睦是社会和谐
的一个基础。他们这个群体体现的是友情，也同样是邻里
和睦的这样一种精神，但它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要建设和谐
社会非常需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
庭、每一个单位都能够这样相互了解、相互关爱、相互帮助，
和谐社会不就实现了吗？ （下转第六版）

在陇海中路陇海社区大院，生
活着一位残疾人高新海，1976年，他
因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造成胸部以下

瘫痪，又先后遭遇了大哥患病、二哥病死、
母病父痴呆等多种磨难和打击。然而从
他患病的那一刻起，周围也自发形成了一
个爱心群体，陪他到医院求医，给他理发
洗澡，解闷聊天……一批批邻居战友爱心

接力，32年来不离不弃。自9月份
郑州日报和其他省会媒体报道之

后，陇海大院的故事也迅速
传遍中原大地。

镜头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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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公司总经理马国亮（右二）在活动现场星河公司总经理马国亮（右二）在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