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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任长霞 我泪流满面

追寻
英雄

英雄的力量永远感召着后人。如今，
任长霞的儿子卫辰尧已经成长为一名人民
警察。昨日，记者在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
见到了这位帅气的小伙子，一身干净利落
的打扮，眉宇间透出一股坚毅与朝气。

提起妈妈，卫辰尧坚定地说：“妈妈
把她的一生献给她最爱的事业，做了她
为百姓最想做的事，我支持她。妈妈就
是我永远的榜样和力量，我必须尽心把
工作干好，像妈妈一样，做一名人民满意
的好警察。”

听着听着，记者的眼睛湿润了，不禁
再次回忆起英雄的事迹。从警21年，任长
霞多次置生命于度外，打掉多个贩毒、涉黑
团伙。2001 年，她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
长，三年的时间里组织破获刑事案件3420
起，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余个，抓获各类
犯罪嫌疑人 4362 人。百姓称她为“女神
警”、“任青天”。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作为记者笔下
的主人公,长霞将永远激励我，一如既往地
勤奋和敬业。因为，这是英雄力量的感召。

回回
访

回回
访

“英雄背后不寂寞”。日前，记者连
线朱和平的女儿、现在供职于市爱卫办
的张媛。6 年过去了，但妈妈依然活在
女儿心间：“我这辈子在妈妈那里得到
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她常讲的一个朴
素道理——认准的目标就要坚持走下
去，越是困难，越不放弃，最终必定会实
现既定目标。”

6 年过去了，小张媛早已长大，而且
更加成熟，走向成功——先后获得郑州
市“三八”红旗手、全市爱国卫生先进个
人、市爱卫办优秀共产党员等一系列荣
誉称号。尤为可贵的是，张媛已从当时
的大专生升华为华东师大的研究生。英
雄后来有人，我们深感欣慰并祝福！

2004年4月14日，这一时间节点将
永远定格在记者心中，终生难忘。

当晚 8 时许，正在家看电视的
我接到市公安局宣传处的电话：“长
霞局长在郑少高速上遇车祸，生命
垂危！”

“啊！”无比震惊的我赶紧向西郊一
家医院奔去，想看看我的这位老朋友。
一进医院大门，撕心裂肺的哭声告诉我

“情况不妙”。
市公安局宣传处的同志含泪介

绍说，当晚 8 时 40 分，时任登封市
公安局局长的任长霞在侦破“1·30”
案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年仅
40 岁。

忍着巨大的悲痛，不停地抹着
泪水，我当晚便在医院里开始了采
访。15 日，本报刊发了任长霞因公
殉职的消息。时值郑州“两会”，任
长霞是市人大代表，代表委员们异
常关注本报的消息，纷纷以不同形
式对她表示哀悼。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16 日，长
篇通讯《公安局长的榜样——任长
霞》推出，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
全国多家网站和媒体进行了转载。

17日，任长霞追悼会在登封举行，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赶到了登封。现
场，挽幛纷飞，鲜花簇拥，来吊唁的群
众从追悼会现场排到了大街上，水泄
不通。现场的情景让我非常震撼，我
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一定要把长霞
最后一程的稿子写好！”

于是，我挤进人群，流着泪水，采
访现场各界群众、长霞的战友和亲
友。18 日，本报以《登封 10 万群众挥
泪送长霞》为题进行报道，在全省乃
至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长霞的事迹传遍了全国。 5 月
22日，由中宣部、全国妇联、公安部组
织中央及省市 40 多家媒体 58 名记者
组成的采访团来到登封，对任长霞同
志的事迹进行集中采访。我不仅负
责给中央及全国的媒体提供相关资
料，还和其他 57 名记者不分昼夜，到
矿山、入农户、走监狱、进山沟……白
天，马不停蹄地挖掘长霞的英雄事
迹；晚上写笔记、研究材料，常常工作
到凌晨。

6 月 3 日，本报再次刊发长篇通
讯《英雄本色——追记登封市公安局
局长任长霞》，把一个“立警为公，执
法为民”的人民警察形象，塑造得更
加高大。

任长霞的精神感动了全中国。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就
学习任长霞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胡锦涛指出，任长霞同志的事
迹感人至深。全国广大公安干警要
向任长霞同志学习，忠实履行党和人
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执法为民，服务
群众，清正廉洁，惩恶扬善，为维护改
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温家宝指出，全体国家工作人
员都要向任长霞同志学习，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陈思 王娟

2006 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
更猛烈些！2月3日虽是大年初六，但
寒风还是裹住了人们的双腿。那天
上午快10点，我还赖在老家辉县的被
窝里，慢慢享受春节长假最后一天的
美好时光。

突然，手机响了，时任时政部主
任的刘春兰没有一点寒暄，便以无可
商量的口气令我速回郑州，言之曰：
有重要采访任务。说实话，当时实在
不想接这个任务，而且，老家距离郑
州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我得先坐
三轮车到县城，再坐上去新乡的客
车，再转乘去郑州的长途客车，再打
的到报社，够折腾得了。可春兰主任
的一句“看着办”犹如“最后通牒”，让
我“忍痛”花了200块钱雇了一辆出租
车，踏上了回郑州的路途。

到了报社才知道，当天上午，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党
的十六大代表、管城区垃圾清运公
司退休女职工朱和平不幸去世，报
社要组织报道组进行系列报道。

这次采访战役可以说是一场“遭遇
战”，春节的鞭炮声尚在不时作响，上
班的概念还停留在“预热期”，我们就
要投入战斗了。4 日和 5 日这短短的
48 个小时之内，在朱和平家、在殡仪
馆，我们对朱和平遗像三鞠躬，而后，
按照各自分工，分头采访朱和平的亲
属、同事、领导，收集资料，追忆英雄的

事迹和人生轨迹，连明彻夜赶稿子。
这次采访战役也是同城媒体的

统一“命题作文”，如何做出个性、做
出亮点？如何在报道中高出一筹？
不亚于一场考试！好在有当时的总
编辑王家坤挂帅，春兰主任亲自组
织，谋划、策划、推敲，不断地肯定否
定再肯定，渐渐地理清了系列报道
的思路。于是，在当天下午采访、晚
上交稿，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我
们除了采写朱和平去世的消息外，
还同时提交了新闻特写《勤劳无私
终无悔，我们为你三鞠躬》，文中三
个小标题“一鞠躬 惜别一位老朋
友”、“再鞠躬 怀念一位清洁工”、

“三鞠躬 为一种精神感动”。这篇
特写源自于记者在采访现场面对这
位可敬的劳模遗像三鞠躬后的真实
感受，不是泛泛而写，而是以三鞠躬
为“红线”，层层递进，高屋建瓴地写
出了朱和平对事业的执著精神。专
家阅评称此稿“明快韵长，动感起
伏，情深意浓”。

此后，消息《数千群众挥泪送
别朱和平》、特写《和平，让我们再
送你一程》、评论《为一种精神感
动》、通讯《一个女环卫工人的大写
春秋》相继见睹报端，全面报道了
朱和平 30 年来不仅清运了 20 万吨
垃圾，而且“用那颗金子般的心，温
暖着大伙儿，感动着身边的世界。

党贺喜

十年

铿锵足音

2005年1月~12月<<<

按照郑州市“四城
联创”动员大会的要求，
2005 年，郑州市全面落
实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各
项目标任务：1 月~6 月，
重点开展 6 个薄弱环节
集中整治，对照国家卫
生城市标准逐项逐条狠
抓 落 实 ，限 期 达 标 ；7
月~8 月，迎接全国爱卫
办对我市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工作进行调研，并
提出整改意见；9 月~12
月，全面开展查缺补漏
工作，进一步提高全市
的整体创建水平。

2005年2月6日<<<

市政府召开全市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会
议，由创园办督促各项
创园任务落实，使郑州
市建成区内公园达 45
个、绿城广场达 17 个、
游园达 156 个，绿化覆
盖率达34.9%，绿地达到
31.7%，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8.17平方米。9月，郑
州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工作顺利通过国家园林
城市专家考察组的实地
考核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