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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己丑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

还有 12 天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阚安生 王天朗）有树有绿的地方，空
气好、环境好、居民生活开心，企业就
会来投资。这是二七区干部员工最近
口碑相传的植树经。二七区计划投资
1500万元，实施“百万花木进二七”绿
化工程，为全市再造一叶“绿肺”。

从去年 12 月开始，二七区在全
区启动了“百万花木进二七”活动，要
求辖区 13 个街道办事处，以背街小
巷、单位庭院、居民楼院为主，开展空
中、地面、立体式绿化；区市政绿化所
则以淮河路、兴华街、长江路为主线，
开展沿街补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
从而形成乔、灌、花、草相结合，点、

线、面全覆盖的立体绿化景观。
眼下，一场种树植绿的竞赛正在

二七区展开。二七区以 13 个街道办
事处和两个乡镇为依托，把政府办、
区委科室等部门干部职工统编到各
小组，每组配备五名植树指导员，区
四个班子领导分别带领一个小组，
开展植树竞赛。建中街办事处与老
干部局等单位的员工，在大学南路
一个闲置地段内栽上 500 株法桐；嵩
山路办事处在兴华南街与南三环交
叉口拉开“战场”，在路边闲置的空
地上栽种街景片林；京广路办事处
辖区有一片闲置的土地，长期堆满
垃圾，办事处干部职工自筹资金，搬

走了垃圾，种植国槐等乔木，增设石
桌、石凳，使这里变成了休闲小游园；
铭功路办事处辖区闲置土地少，他们
请来了专业施工单位在办公楼宇、居
民楼院，焊上铁架子，按照行距统一
种上花草，向空中要绿化，形成了墙
上种草、屋顶长树、电线杆上挂盆景
的种植景观。

把所有的空地都栽上树，把二七
区建成花园式城区。二七区区长朱
是西表示，要通过全区人的努力，建
设以街心游园为核心，以道路绿化为
骨架，以墙体绿化为点缀，以小区庭
院绿化为基础的二七区生态新景观，
为全市园林绿化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李娜）2008，
他们是河南好人的代表；2008，他们用爱
心温暖中原。昨晚，“福彩杯·温暖 2008
河南十大爱心人物暨十大爱心集体”颁奖
典礼举行，本报首推并集中报道的“陇海
大院的爱心集体”高票当选温暖2008河南
十大爱心集体，这是该集体继荣获2008感

动中原十大人物（集体）提名奖之后的又一
个荣誉。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
芳，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曹维新，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程锋，省政协副主席王训
智、梁静，省军区副政委张守喜等领导出
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

“温暖 2008 河南十大爱心人物”是：

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在四川震后废墟下
挖出 57 名群众的李隆；与朋友四人开私
家车第一时间到北川抗震救灾，救出6人
的刘轩锋；创立民间组织，救助特困学生
382 名的孟贵臣；开设全国首家市民爱心
热线，是300多个孤儿的“爱心妈妈”的李
志平；抚养一对孤儿成人，其事迹被改编成

电影的申红；无偿献血179次的普通矿工
冯会军；扑下身子为社区老百姓办实事，被
誉为“人民的好警察”的宋文举；支持教育，
关爱老人，每年举办重阳长寿宴活动的仲
胡周；热心帮助困难患者的周国平；雪灾第
一时间送去一万多份盒饭的王雯丽。

“爱心集体奖”是：河南省抗震救灾
医疗救援队、地震后第一批捐赠的开封
10位农民、最牛农民工抢险队、河南省电
力公司抢险队、河南公安消防总队、河南
中烟工业公司、郑州陇海大院爱心集体、
焦作残疾人爱心港湾、洛阳80995慈善公
益团队、河南电台交通广播。

特别奖颁发给了为抗震救灾献出
自己宝贵生命的武文斌，以及洛阳铁军
127 师。

“有爱就是天堂，陇海大院赛天堂。”
这是大会组委会给予陇海大院爱心集体
的颁奖词。故事的主角高新海患急性横
贯性脊髓炎32年，是陇海大院爱心集体，
主动承担起照顾高新海及其家人生活的
义务，32年不离不弃。本报对这段感人故
事进行系列报道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
烈反响。新浪网、新华网、人民网等100多
家网站对相关稿件进行转载，省会媒体分
别以各种形式对陇海大院现象跟进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省担任省委书记的
侯宗宾，看到报道后也一再称赞：陇海大院
爱心群体体现了河南人、郑州人忠厚善良、
友爱互助的优秀品质，通过对他们的报道，
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河南，了解了河南人。

陇海大院爱心故事同时引来了社会
关爱如潮。河南星河油脂公司还出资10
万元，在2008年10月16日世界慈善日当
天设立了“郑州日报 陇海大院爱心基
金”，用于资助像高新海一样的残疾人。
目前，我省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正在
收集陇海大院的资料，计划采写 10 万字
以上的报告文学。

市领导要求炎黄文化周筹备

完善活动方案
全力加快推进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作为己丑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之一，第二届中国·郑州炎
黄文化周将于3月30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拉开
帷幕。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
来到黄河风景名胜区，察看炎黄文化周筹备进
展情况。

在炎黄广场炎黄二帝巨塑下，施工人员正
在为背景墙的安装忙碌着。丁世显认真察看广
场布置效果，并就一些具体细节与有关人员交
流看法。丁世显还了解了河南民间工艺精品展
等活动的筹备情况。

在听取炎黄文化周筹备情况汇报后，丁世
显对前一阶段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有关各方要充分认识办好炎黄文化周的重
大意义，把思想统一到办好炎黄文化周上来；要
认真修改、完善活动实施方案，仔细审查每一个
细节，力求实施方案科学、具体、严谨；景区周边
环境整治要认真细致，尽可能做到绿化、美化，
为活动增光添彩；要落实责任，加快推进筹备工
作，为炎黄文化周的成功举办打下良好基础。

又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获悉，第二届
中国·郑州炎黄文化周开幕式上，著名男中音歌
唱家袁晨野将领唱《黄河颂》，同时，各地方民俗
也将在炎黄文化周集中展演。到时候，不出郑
州，你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华夏各地民俗。

作为开幕式的新亮点，110 名表演者将再
现黄河御林军的威仪。该活动首演后，将作为
黄河风景名胜区的长久项目保留下去。同时为
确保开幕式音响效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音
响师之一马昕亲自制定有关方案，并选择音响
设备，设备将永远安装在炎黄广场，以方便以后
举办演艺活动。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是郑州
歌舞剧院建院五周年纪念日。当晚，剧
院演员们自导自演了一台精彩的晚会，
用欢歌热舞庆祝建院五周年。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李克发来贺信，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王文超，市长赵建才，省文
化厅厅长杨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丁世显出席晚会。

2004年3月16日，在文化产业化浪
潮的推动之下，郑州歌舞剧院宣告诞
生。作为一个新生的专业艺术创作及
表演团体，郑州歌舞剧院短短五年时间
内连续创作出《风中少林》、《云水洛
神》、《清明上河图》三部优秀的原创大

型舞台剧，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
的市场化、产业化道路，在促进艺术创
作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

赵建才在致辞时说，五年来，郑州
歌舞剧院和郑州一起走上了一条改革
创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在文化产业
化、市场化的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成为郑州艺术再造的典范和宣扬中华
文化，传播国际文化的一张名片，郑州
为拥有这张璀璨的名片感到骄傲。希
望大家在今后的历程中再攀高峰，向着
更高、更远、更大的目标迈进。

王文超充分肯定了市歌舞剧院取

得的成绩。他说，郑州歌舞剧院成立五
年来，始终走在郑州市文化体制改革的
前列，不断拿出具有一流水平的节目，
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并成功地
走向世界演艺舞台，为郑州文化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王文超指出，郑州歌舞剧院要走出
国门、走遍世界；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展
事业、展示团队中每一个人的才华和价
值；要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全体演职员
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靠本领、靠水平
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为河南
文化事业的发展，为郑州走向世界，作
出更大的贡献。

陇海大院爱心温暖中原
入选“温暖2008河南十大爱心集体”颁奖典礼昨晚举行

空地尽皆披绿装 万株花木靓环境

二七区将建花园式城区

昨日，绿城社工服务站的义工和网友发起为白血病患儿奉献爱心活动。当日共有69
人报名参加义工组织，积极投入到救助白血病患儿的活动中。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王玉荣赴京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
表彰大会。 资料图片

这两天，正在上高中的原国棉五厂幼儿园28名孩子沉浸
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失去了救命恩人王玉荣；

这两天，感恩的绿城人民共同祭奠着一个英灵——中原
女英雄王玉荣。

2009 年 3 月 14 日夜，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市公安局
正处级调研员王玉荣，在与4种癌魔拼搏了7年后，带着对亲
人和战友的眷恋，带着对公安事业的挚爱，融入了湛蓝的天
空，年仅48岁。

当28名孩子被救离险境时，人群中爆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忘情地流着泪高
呼：“公安万岁！”“警察万岁！”

1996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1 时 28 分，市公安局 110 报警台
接到郑州国棉五厂保卫处报警:一歹徒持炸药包劫持了本厂
幼儿园小一班的 28 名幼儿和 2 名教师，索要 50 万元人民币，
否则将引爆炸药，与被劫人质同归于尽！

歹徒腰缠炸药包，手握起爆器，情绪极不稳定，情况十分
危急。指挥部决定选派机智勇敢、应变能力强的火车站分局
女民警王玉荣深入虎穴，与歹徒面对面交涉，稳定其情绪，拖
延时间，把握战机，击毙暴徒，解救人质。

临危受命的王玉荣5分钟赶到了现场。听完简单情况介
绍、处置方案和领导要求后，玉荣毫不犹豫换上幼儿园工作
服，掷地有声地向领导表示:“我一定完成任务! ”

她以照看孩子为由，机智地同歹徒交涉，并成功进入中心
现场。王玉荣仔细观察室内情况:腰缠炸药包、手握起爆器的
歹徒，头戴摩托车头盔，面部只有鼻子露在外面，稍有不慎后
果将不堪设想。王玉荣急中生智，谎称一个孩子生病了，需要
取药，征得歹徒的同意后走出教室。

她向领导详细报告了中心现场的情况，为指挥部制定正
确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而后，她以送药为名再次进入中心
现场。王玉荣镇静地一边用左手中的药引逗孩子们安全退到
自己身后，一边悄悄握枪等候最佳发射时机。她只有一次击
发机会，容不得她有丝毫犹豫和失误；她只有一个击发位置，
那就是歹徒面部暴露在外的鼻子三角区，她必须准确将其击
毙，丝毫的偏差都会使30条生命遭遇威胁。

歹徒快步走向王玉荣，要查看她手中的药。她等待着歹
徒逼近，让孩子们尽可能地退到教室的角落。两米，一米，半
米!玉荣右手闪电般地抬起，枪口直顶歹徒人中穴:“叭、叭、
叭!”三枪击中要害，歹徒面罩中的眼睛困惑地眨动一下，似乎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王玉荣早已扣住了歹徒的双手，将其扑倒
在地，用身子紧紧压住炸药包。当她被冲进的防暴队员们从
歹徒身上拉起时，王玉荣第一个反应是:抱起歹徒放置在窗台
的炸药包，跑出门扔在操场的空地上，并与随后的民警一起将
孩子们一个个救离险境。

幼儿园的大门口挤满成千上万名群众，街道上、附近的居
民楼窗口、楼层顶，都挤满了心急如焚的家长。当 28 名孩子
被救离险境时，人群中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忘
情地流着泪高呼：“公安万岁！”“警察万岁！”

当晚，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电原河南省委书记李
长春：“一定要好好表彰这位女英雄！”

很快，郑州各大宾馆住满了中外记者，神州大地都在传颂
这位中原女英雄的事迹……

花季岁月播下人生梦想，立志当一个伸
张正义、扬善惩恶的人民警察。

王玉荣 1961 年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是位总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下转第二版）

警魂昭昭
英气浩浩

——追记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模王玉荣

本报记者 陈 思

风中少林美名扬 云水洛神传佳赋

郑州歌舞剧院庆祝建院五周年

“陇海大院的爱心集体”高票当选温暖2008河南十大爱心集体。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