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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兴：现在中国的社会学有一个最新

发展，就叫做“陌生人世界的社会学”，就是大
家本来不认识，你从山东来、我从安阳来、他
从信阳来，我们都到郑州市，我们都到一个小
区里来了，我们语言说话什么的都不一样，文
化基础也不一样，你在这个公司上班，他在那
个报社上班，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但是现在
大家到了一个社区里，住在一个门洞，甚至对
门住，你是干什么的，大家都不清楚，有时候
还要保密，这样弄得人际关系越来越淡薄。

主持人：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两个
人住一个小区，就是为了一个车位，两个人大
打出手，结果造成了一个人死亡，一个人被判
死刑。更让人感到“可笑”的是，两个人竟然
是对门邻居，相居多年互不相知，出事之后，
两家都悔恨不已。

刘道兴：所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邻
里关系看得是非常重的，百年的亲戚都不如
一个邻居，你再亲的一个亲戚过个30年、50年
就难保再亲下去。你像高师傅这个邻居，一
住就是多少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李洪太：老百姓最朴实的语言：“远亲
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主持人：其实在二七区好多社区、办事处
他们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也请来
了一马路其他社区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哪个
社区的朋友来了？据说还带了礼物。

社区代表：我们作为二七区的政协委员
和一马路办事处的干部，我们四个人给他捐
赠了一辆车，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过得不是太
好的人，在我们自己能过的情况下，都要为周
围的人献出一份爱心，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主持人：我们今天也请来了豫丰社区的
朋友们，刚才说的“邻居节”好像就是从你们
那里发起的？

张桂英（豫丰社区主任）：搞了三年了。
我们举办“邻居节”，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和好
邻居，还有优秀的好党员，在邻里之间我们选
了好几户这样的优秀代表给大家做榜样。就
是要让好的带动不好的，使邻里之间相互和
谐，来带动大家搞好家庭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社区的人来？
张瑞明（社区代表）：我从报纸上看到高

师傅这个事迹以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到
他家里一看，高老师这个家庭如果说没有这么
好的邻居照应，这个家庭可能就不存在了，所
以我们非常感动。我想在高老师的身上体现了
他本人坚强、乐观、爱心的精神，他这样的情况
还要帮助别人，这个陇海社区根据我的观察，
就是团结、互助、爱心，这两个“爱心”结合在一
起就是爱心互动，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社区。
所以，我想刚才有的同志说“炒作”了，我觉得

“炒”得还不够，还没“炒”热，还要“炒”，郑州日
报、郑州电台电视台给郑州市人民立了大功。

李洪太：我们下一步还需要继续努力。
主持人：陇海大院这个事情从刚开始发

现，到后来大量地报道，是不是很偶然地
发现了？

李洪太：这个事情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
然性，说偶然性是这个事发生在陇海大院，发
生在高师傅身上可能是偶然性；而说必然性，
就是在河南这个土地上，在郑州这个土地上，
在这几千年来有向善、向爱的精神在我们身上
传递，可以说是生生不息，永远流淌在我们的
血液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接收着这样一个精
神的洗礼，这是众多爱心人士共同谱写的一首
赞歌。在中原这块热土之上，我们曾经涌现出
任长霞、王百姓、李建英、洪战辉、谢延信、魏
青刚、李学生等先进英模人物，他们的事迹曾
经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的
朋友，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河南，认识了中国。
所以陇海大院出现在郑州，绝非偶然。

河南人、郑州人的忠厚善良是举世公认
的，而且正在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招商引资、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软环境”、“软实
力”。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文力量。作为
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责任把它宣
传、报道出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和谐的社
会生活。今后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记者更加的
深入社会、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去发现更
多的先进典型，去反映真实的、火热的社会
生活，及时地报道出来，鼓励人们更多地向
上、向善，构建和谐社会！

丁世显：我借这个话题讲几句。第一，我
觉得把我们身边值得人们称颂、值得进行发
扬光大的这些事迹及时地宣传出来、报道出
来，不能只是哪一个方面的。一方面作为媒体
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到群众当中
去，我们自己能够及时发现这种感人的典型、
感人的事迹，及时地报道出来；另一方面，我
们社会各界也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把我
们身边感人的事迹及时地向媒体提供线索。
因为一个城市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地方，
媒体有再多的人也不可能常年住在每一个社
区，常年都生活在每一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
方面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大家要多留一些意，
发现了我们及时地提供，这样无论是给媒体，
还是给当地的政府，都能使感人的事迹及时
地给予报道。

所以，我想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大家共同
努力了，我们就能及时宣传好，影响更多的人
来进行学习，而且来照着去做、去实现，那么
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会提高，市民的素
质也都提高了，社会就更和谐了。

主持人：像陇海大院这种情况，高新海和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但更多的是邻居照顾他，
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种精神？

丁世显：第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我们继承传统就包含着要倡导这种精神。
当然，对于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也就是由于

各种原因导致工作、生活困难的，包括就医、
就学困难的。国家从近年来都在探索有效的
救助、帮助、保障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包括我
们郑州市，这几年也都是在积极地进行探索，
但是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全社会都来自觉地关
注，有了困难都能够自觉地伸出援助之手，奉
献这种仁爱之心，还需要我们大家都共同努
力。这种事情既需要政府引导，建立制度，在
制度上保证，但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邻里之
间、人与人之间这种友情、关爱之情，这样一
结合我们社会才能和谐。

主持人：在过去70年代、80年代，大家都
在一个单位的家属院生活，这个事情也不是

特别突出。现在随着商业社区越来越多，大家
从四方八面集中在一个社区里面，可能存在
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来消除这些不和谐的
现象？虽然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虽然我们不
认识，我们怎样做出像陇海大院这样的事情？

刘道兴：现在我们提出来构建和谐社会的
这样一个目标，刚才这几个学生提出来了，比
如说我们政府要做什么，政府怎么样来建立制
度来关注弱势群体。实际上现在整个社会对残
疾人的关爱是比较多的，包括残疾人的就业、
残疾人的教育培训，现在国家都设立一些专门
的资金。除了这之外，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的
一些补贴等等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残
疾人除了需要这些基本的作为社会制度性的
保障之外，他更需要的是社会环境、邻里这样
一种关爱，这个东西是金钱代替不了的。所以
我们每一个社区，不管是一般的单位家属院，
还是现代化的商品小区，都需要建立这种邻里
互助的社会文化，那这就需要我们社区有这种
反映社会的理念。刚才大家介绍“邻居节”，实
际上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理解、沟通，这个是非
常多的。像妇女们锻炼一下身体，打一下腰鼓，
老人们搞一些书法，小孩们搞一些活动，每一
家晚上炒一个菜，大家端出来相互品尝一下，
通过这个活动选出来谁的厨艺水平最高，通过
这个活动能够使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沟通。而
且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找到自己生意上的伙伴，甚至还能够合作。所
以，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用多种途径、多种
办法、多个层次来打造一种共建的机制。

主持人：张教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
把现代的机制和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怎么来
体现这个东西？

张明锁：我觉得通过陇海大院这个故事，
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一个最核
心的东西，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高新海
他们这种精神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顽
强拼搏的精神。另外通过社区的居民，还有政
府的干部体现了一种美德，能够承受各种各
样的困难，大家都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
使他们认识到不管你是残疾人也好，还是健
全人也好，都有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我们要让
大家都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另外，陇海大院也体现了二七精神，二七
精神现在也不过时，二七精神就是拼搏、奉
献、进取，包括现在的郑州精神我觉得都是和
这个是相一致的。整个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发
展，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主旋律是和谐发展。

李洪太：陇海大院经过大量的报道，知名
度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打开百度搜索“陇海
大院”，马上会跳出大量的信息，全国已有近
百家网站转载了我们的报道。9 月底，全国大
中城市宣传部长会议在郑州举行，与会的各
地的宣传部长看到我们的报纸，纷纷予以高
度评价。就在前几天，中纪委原常务副书记、
90年代曾主政河南的老省委书记侯宗宾一连
三次表扬了我们郑州日报，并当面向省委书
记徐光春、市委书记王文超称赞这组报道
……是什么打动了如此多的社会公众？是河
南人郑州人的忠厚善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与我们的现代社会文明。我们一直
在宣传陇海大院爱心群体，但一直以来未能
从理论、文化的高度来梳理归纳一下“陇海大
院精神”，但我们一直在想，是否应包括以下
的文化元素——邻里和谐、友爱互助、自尊自
强、乐观向上，希望有关的专家帮我们一起总
结总结。

主持人：另外刚才有一些朋友很担心，像
你的这些朋友如果以后都老了，你们以后都
有病了怎么办？

杨继增（陇海大院邻居）：这几十年我们

就像接力赛一样，是一茬接着一茬，还有年轻
的一代来帮助，我们动不了了还有下一代。

丁世显：这个帮助的梯队已经开始形成，
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做这件事情。

刘道兴：他们就是现在所说的 80 后，80
后能来伺候残疾人，这是很难得的。

李洪太：对“80后”要具体分析，他们主流
也应该是发奋努力，积极向上并乐于助人的，
并不都是自私自闭。我们需要加以正面积极
的引导。

主持人：原来我接触过一个年轻人，他爸
爸和高师傅是好朋友，他从小就耳闻目染，他
就向他爸爸学习，去帮助高新海，觉得这就是

应该他做的。
丁世显：刚才我看了一下爱心榜，50多岁

的是主体，40多岁的是少量的，20多岁的有几
个。我相信在现实的实际生活当中，这个梯队
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做这样
的宣传干什么？就是要引导、教育我们的社会
和市民，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刚才讲到 80
后，就包括十几岁的90后，要了解和学习继承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要使这种传统美
德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国家、政府在制度层面越来越完善，
保障的层面越来越提高，那么邻里之间的关爱
互助既有生活的必须，更有精神世界的支撑和
精神上的快乐。因为你单靠政府的制度保障，
更多地体现在物质方面，但我们大家相互的关
爱、相互的帮助是一种精神上的帮助，这样就
从物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保证我们这个社会
的弱势群体和其他人一样物质上有保证，精神
上也愉快。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和
谐。所谓文明，怎么来体现？如果文明都是互相
不帮，互相在争夺，有什么文明可言？这种帮
助、这种关爱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应
该是城市文明程度的最高的表现。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能够动
员全社会，一代一代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下去。

主持人：我们想听一听小学生对这个故
事有什么样的感受？

交通路小学学生：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身
边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尽量地帮助别
人，可以从很小的一件事就得到关爱，所以
大事小事都要去关爱别人。这些好邻居们非
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一定会将爱心的接
力棒传递下去。

主持人：后面的大学生有什么感受？
学生代表：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我觉

得很值得，这种精神可能我在学校里面永远都
学不到，我今后一定要变得拼搏一点、勤奋一
点，希望以后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另一学生代表：很高兴和同学们来到这
里参加节目，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感动，也
是一个心灵的洗礼，有人说感动是心灵与心
灵的对话，其实我们都应该为自己是一个河
南人感到自豪和骄傲，无论是原来我们提到
的洪占辉、魏青刚、李学生还是到现在的高
师傅，他们表达出来的那种非常好的大爱和
大义，让我们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就像我同
学说的一样，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未来的路还
很长，我们更应该好好地规划我们未来的每
一步路。

主持人：刚才有一个观众朋友给我写了一
个条子，说陇海大院的群体让专家分析一下，它
到底什么东西是最感人的？

张明锁：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因为既
然作为一个社会学方面的教授，我们总是要透
过现象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就想着这
里面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好，所以我就想到了二
七精神，因为他们是铁路工人的后代，作为工
人阶级应该是最先进的，咱们郑州的铁路工人
和焦作煤矿的工人，这是毛主席在以前就表扬
过的，说他们特别能战斗。

今天我们这个群体不仅是感动郑州，感动
河南省，我认为也会感动全中国，一个人做一
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所以我
想就像他们自己觉得很平常一样，这就像中华
民族的文明一样，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之中
了，已经成为他们成长的基因了。所以这就是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是不是这
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李洪太：我们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参
与者，有着更深的感受，感动我们最突出的是
两点：一是坚持。这场爱心接力长跑坚持了32

年，非常地难能可贵。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
子，更何况这么一群无任何血缘关系的邻居；
第二是奉献。这样一个爱心群体无人组织，自
发形成，无私地奉献，不求任何的索取和回报，
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之中很自然地进行，集中体
现了河南人、郑州人的忠厚善良，人间大爱，人
性大美。而所有的人在相互的给予中收获了幸
福与快乐

主持人：那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他去看
建业队的比赛，他开着这个（机动车）开不动，
已经到了门口却进不去，他想要是我有一个
可以折叠的轮椅就好了，这个新轮椅好像是
邮政局员工送给你的？

高新海：是的。
张文静（郑州市邮政局副局长、工会主

席）：今天看到高老师坐着我们的新轮椅来
到现场，我也很高兴。我们邮政人员看到高
老师这个报道之后很感动，想着怎么样能够
为高老师做些什么。三次来到高老师家，看
到高老师的轮椅比较旧，就商议捐资购买这
个轮椅。

在工作中，我们把回报社会、奉献爱心
作为我们郑州邮政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在全市开展了爱心邮路的创建活
动，荥阳贾峪深山区有一个投递人员，长期
帮着一个残疾人照顾他的生活。建设路收投
局也有一位劳模，她是一个火炬手，她也是
在段道上帮助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活，我们不仅发行报纸、传递信息，同时也
要传递爱心，这也是我们献爱心的一个具体
体现。

主持人： 丁部长您看，每个行业都有
这种互帮互助的事情。后面那位李志平李
大姐，她在管城区开了一个爱心热线。李老
师，您那个爱心热线开了几年了？

李志平：开了两年了，接了 5 万多个电
话。我照顾了社会上的 300 多个孤儿，他们
叫我妈妈的时候我感动了，这次又被陇海大
院和高大哥的事迹所感动。

主持人：我知道高师傅原来他是一个体
育爱好者，是个足球迷，所以对体育方面也
特别热爱，您那个火炬也没有拿来看看？

李志平：应高师傅的要求，我今天特意
把祥云火炬带到了现场。

主持人：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技校的代
表，来介绍一下。

学校代表：我是河南辅读职业技术学校
的校长高强。我们学校上周六、本周一组织
3600名学生进行了两次素质教育，教育的目
的就是让学生从小事做起，吃亏等于占便
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看到有关陇
海大院的报道之后，学校集体研究决定，给
高师傅买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我们派专业

的老师给他定期辅导，争取在三个月以内让
他学会办公自动化和效果图制作。然后我们
给他介绍安排了一个工作，他也可以不到办
公室上班，就在家里面工作，我们希望他有
一技之长，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稳定的经济
收入，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主持人：李总看到这个有什么感受？
李洪太：看到这么多朋友有如此善举，

我们非常感动。我们郑州日报也和社会上一
些好心人一样，我们对他以后的生活也有一
些考虑，单靠一些一次性的爱心活动不能更
好地维持高新海同志以后的生活，我们就
想，能不能动员社会的力量共同建立起一种
长效的机制，这样让他今后的生活能够更有
序、更有保障。

主持人：我听说你们要搞一些基金。
李洪太：是的，在这次采访报道过程

中，我们《郑州日报》的全体采编人员一方
面被高新海的精神所感动，被陇海大院这种
爱心精神所感动。同时我们想，作为记者，

我们不仅要成为这个事件的记录者、传播
者，同时更应该成为这种爱心活动的参与者
和倡导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探讨，能不能拿
出实质性的行动为高新海或者类似高新海
同志的残疾人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正好
与星河油脂公司马总的想法不谋而合，当
听到我们要筹备这样一个爱心基金的时
候，马国亮总经理说我们共同来做这个
事，共同出资 10 万元人民币，设立“郑州
日报陇海大院爱心基金”。当时马总讲了一
番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为什么要选《郑州
日报》？第一，这是《郑州日报》最先报道
的陇海大院；第二，作为党报有着独特的
权威性和影响力。为什么要用陇海大院？
因为陇海大院将要成为郑州人骄傲的一个
品牌、一种现象、一种精神。所以，当我
们以“郑州日报陇海大院爱心基金”的形
式出现的时候，更能够引起社会上的广泛
关注。而且当时马总还说，今后在郑州地
区每卖出一桶他们公司生产的“星河牌”
花生油，将拿出 1元钱注入这项爱心基金。

主持人：星河油脂公司的马总，是这样
吗？

马国亮（河南星河油脂公司总经理）：是
这样。

主持人：你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
什么感想？

张轩(河南星河油脂公司经理)：很受感
动，这么多好邻居，这么多富有爱心的人们，
彼此之间也没有金钱利益，也没有血缘关系，
更不存在什么索取和回报，32 年来形成的这
样一个爱心接力组织，这也彰显了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美德，也传达了现代文明社会的
价值观所在。

李洪太：今天郑州日报副总编张利民、星
河油脂公司的马总都在现场，下面就请他们将
首批募集的10万元爱心基金捐赠给郑州市残
联爱残助残促进会。

（现场捐赠，掌声。）
主持人：我们也希望郑州有更多这样的

企业来关注弱势群体。下面有请郑州市爱残
助残促进会于晓亭会长来谈谈有什么感受？

于晓亭：非常感谢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
残疾人高新海的老邻居、老同学、老朋友，陇
海大院这种精神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高新海
这种乐观向上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非常感
动。所以说我非常感谢《郑州日报》这个文明
善举，也非常感谢慷慨参与此次活动的星河
油脂有限公司的马总，希望更多的社会团体、
企业、个人能更多地关注、关心残疾人，让我
们社会能更美好、更和谐！

主持人：谢谢！李总，你们这个基金下一步
准备怎么运作？

李洪太：关于这
个基金要特别给大
家说明一下，这个基
金是纯公益性的爱
心基金，没有任何商
业企图——当然我
们会对参与爱心活
动的企业和个人做
一些必要的宣传。我
们就是希望在我们
这个社会，人人都能
奉献爱心，人人都能
关心残疾人事业。可
能很多朋友还不知
道，今天（10月16日）
是我们郑州市第一
个“慈善日”，选择今
天这个日子成立这
个 基 金 ，也 是 我 们

《郑州日报》员工和
星河油脂公司的员
工对郑州市慈善事
业的一个支持，也是
对市残联残疾人事
业的一项支持。

这个基金成立
以后，我们将委托
爱残助残促进会对
这项基金进行全权
管理，当然我们会
对它的使用享有监
管权利。我们会按
照国家的相关法规
办 理 相 关 的 手 续 ，
希望残联的同志把
这笔基金真正用在
像高新海这样的残
疾人身上，用在残
疾 人 事 业 的 发 展

上。也希望更多的人投入这份爱心基金，把
这个基金做大，让残疾人事业发展得更快，
让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和谐，希望更多的像
高新海这样的朋友生理上虽然残疾，但在精
神上永远幸福，祝福你们！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嘉
宾们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明锁：我希望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扬
光大，能够在我们郑州市所有社区都实现。

刘道兴：让我们郑州出现更多的陇海大
院。

李洪太：彼此信任，相互关爱，从每一声
问候开始，从每一个微笑做起。

主持人：最后的总结交给丁部长。
丁世显：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

让慈祥友爱在我们社会每一个人的头脑当中
确立，在每个人的行动当中得到体现，使郑州
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使自强和关爱成为每
一个郑州人自觉的行动。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整理 李利强 图

6 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ZHENGZHOU DAILY

特别报道
郑州日报、郑州电视台特别节目《周末面对面》

陇海大院现象与城市文明

多家多家企业、学校和个人纷纷向企业、学校和个人纷纷向高新海高新海
奉献爱心奉献爱心。。

手持祥云火炬留个影，高新海感到特幸福。

高新海至今未忘二七区民政局的两位老干部，是她
们当年的一句话感动了高新海，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