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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李先生”]
走东家、串西家，记者所到之处，村民们

都对未曾谋面的“李先生”有口皆碑。时针
指向 14时 40分，当记者的车启动即将离开

之际，突然，有权爸拉着有权匆匆从山下跑来，一
人手里掂着个包。父子俩含着泪说：“让俺跟您
一块去吧，去郑州看看‘李先生’。”说着，他们打
开包：这是俺自家种的核桃和黄豆，给“李先生”
带去尝尝。望着父子俩渴望的眼神，记者的眼睛
湿润了……

在自己所著的《冷暖寸心知》一书开篇中，张
云波深情地撷取了这一感人细节。

让有权父子感动的，让记者眼睛湿润的，都
源于一位资助了 110名贫困学童，而又不愿透露
姓名的“李先生”。

同样被“李先生”感动的，还有众多的读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秦
德龙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给《冷暖寸心知》写
后序中，击节赞叹，说本书中最抓人眼球的，当属
开篇呼唤“李先生”系列，跌宕起伏，生动而感人。

[ 追访“李先生”]
“说实话，这是一个好线索，让我们兴奋。”张

云波回忆说，记者李建峰发现这一线索，一个体
青年，资助 10多名贫困学童不留姓名、不接受采
访，还带孩子来逛省城。

得到这个线索，我们觉得应该深挖下去，本
人不接受采访，不妨采取迂回报道。第二天，我
们即前往团市委采访，果然挖出一串串想要的

“活鱼”：“希望办”的工作人员讲述了“李先生”两
度捐助的感人情节，他是当时郑州市个人捐助贫
困学童最多的一位，受助学童达110名——

1995年4月，一位衣着朴素，年约二十六七岁
的年轻人来到“希望办”对工作人员说：“我想资助
失学学生，一个学生需要多少钱？”当“希望办”的
工作人员告知他，资助一名小学生读完6年小学，
需要 400元学费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资助 10
个！”当场拿出4000元现金交给工作人员。

“希望办”的同志请他在捐助卡上留下姓名和
工作单位，这位青年马上推辞：“没有必要。”在工作
人员再三请求下，他才说：“就写李先生吧。”并说出
了自己的传呼号。以后的几个月里，“希望办”的工
作人员就是靠这个传呼号，把这位好心青年与10名
失学儿童紧紧联系在一起。后来，“李先生”再次来

到希望工程办公室，提出要再资助100名失学儿童。

[ 再谈“李先生”]
“虽然我们最终见到了‘李先生’，并与他进行

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但为履行诺言，始终未深究他
的真实姓名和职业。”张云波说，前两篇稿子见报
后，在编辑部引起了高度重视，徐长青、王伟和相
关编辑出谋划策，指导采访，悉心改稿，抓住这条
好新闻一直做下去。于是《“李先生”事迹打动众
人心》、《山里人想见见“李先生”》、《精神文明雨润
花 郑州几多“李先生”》、《愿身边更多“李先
生”》、《“李先生”就在我们身边》、《“李先生”精神
扬四方》、《随“东方时空”再访“李先生”》等消息、
通讯、言论、图片、特稿等20多篇报道先后见诸报
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7年3月，中央
电视台《东方时空》也以本报报道为素材，拍摄并
播发了长达12分钟的专题片《呼唤“李先生”》。

这组报道先后获得了 1997年度河南省好新
闻一等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

“18年过去了，不知道‘李先生’现在怎么样？”张
云波略带沉思地说，他和一起报道的记者曾商量，希
望继续追踪采访“李先生”，弘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在他身上体现了郑州一代青年人的高尚情操。

1996 年 11 月，本报对资助贫困学童不留名
的“李先生”进行了连续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
烈反响。

新闻虽已泛黄成为历史，但 18 年的时光荏
苒，并没有让本报高级编辑张云波淡忘“李先
生”，在他的著作和言谈中，都能捕捉到他对“李
先生”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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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26日<<<
题为《小虎子，你在哪里》的报道登

在了当时的《郑州晚报》一版。

1988年6月11日<<<
本报刊发报道《在寻找小虎子的日

子里》。

1988年8月27日<<<
小虎子在山东济宁地区嘉祥县被

找到。

1995年4月<<<
“李先生”来到“希望办”，拿出

4000元现金交给工作人员，资助10名
失学儿童。后来，“李先生”再次来到“希
望办”，提出再资助100名失学儿童。

1996年<<<
《“李先生”事迹打动众人心》、《山里

人想见见“李先生”》、《精神文明雨润花
郑州几多“李先生”》等20多篇报道先
后见诸报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 汪 辉

本报记者张云波在巩义山区采访“李先生”捐助的贫困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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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启事”引发的采访 ]
1988年 5月，当时的《郑州晚报》记者郑菡

正在参加全市人民代表大会的采访，旁边报纸
夹缝里一篇寻人启事引起了她的注意。那篇
寻人启事只有平常邮票大小，启事里说，一个
叫“小虎子”的两岁小男孩于 4月 27日在幼儿
园门口丢失。

孩子怎么会在幼儿园门口丢失？都过去
一个月了，孩子会去哪里？一连串的问号在郑
菡的脑海里翻腾着。当时的郑菡也是一个孩
子的母亲，自己的孩子也属虎，与小虎子同
岁。“看到这样的消息，作为一名母亲，当时心
里一阵揪痛。孩子丢了，妈妈该多着急呀！”郑
菡回忆，看完寻人启事后，当时便决定要帮忙
寻找小虎子。

人代会结束后，郑菡便去小虎子所在的幼
儿园采访孩子丢失的相关细节，并马不停蹄地
赶回报社写下稿件。1988 年 5 月 26 日，题为

《小虎子，你在哪里》的报道登在了当时的郑州
晚报一版。稿子详细介绍了小虎子丢失的经
过：小虎子本名叫尚虎，4 月 27 日上午 9 点 10
分，小虎子要拉屎，幼儿园阿姨让他自己去了，
却没有关上托儿所的大门。半个小时过去了，
始终没见小虎子回来，几天下来，经过火车站、
汽车站甚至小虎子家属对整个河南省的寻找
都没见小虎子的踪影。

小虎子是家中独子，他的走失，让孩子父母
包括街坊邻居都心疼不已。郑菡的稿件末尾写
着“千千万万个善良的人们都从内心呼唤着：小
虎子，你在哪里？”，让读者人无不感到揪心。

[ 一篇报道引起跨省大找寻 ]
当时的《郑州晚报》在全市发行量第一，几

乎家家一份。稿子刊发后，市民们看到了这篇
报道，引起了街头巷尾的大讨论，更多的是为
孩子的下落、安危着急。

大范围的影响也引起了时任市领导和妇
联的重视。时任市委书记批示：请相关部门协
助查找小虎子的下落。不久，全国妇联致函小
虎子的爸爸尚聪，询问小虎子走失的细节，表
示将为查找孩子尽力，并致函省公安厅，请他
们帮忙查找孩子。

时任省公安厅厅长李广经决定：由省公安
厅向全省发布关于协助查找尚虎的通告，尽一
切努力查找丢失的孩子。时任副市长窦思忠
责成市公安局帮助查找孩子，严厉打击拐卖孩
子的人贩子。

在之后寻找孩子的日日夜夜里，许多不知
姓名的好心人来信来人帮助查找孩子，提供线
索。他们纷纷表示，善恶是分明的，每一个善
良的人都关心这可怜的小虎子。随着线索的
增多，查找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省各地。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篇报道影响力会那么
大。”郑菡回忆，上到全国妇联和省市领导同
志，下到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群众，大家都对
小虎子走失的事情给予极大的关注。但也不
难想象，大关注、大找寻的背后，是善良的人们
对小虎子的牵肠挂肚，希望他早日回家。

[ 报道见成效，小虎子回家 ]
在省市公安部门、妇联及热心群众的帮助

下，8月 27日，也就是 3个月以后，小虎子终于
在山东济宁地区嘉祥县被找到。

据介绍，小虎子是三个多月前被人贩子
辗转拐卖到此地的，他的爸妈再见他时，小虎
子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亲生父母了，他光着脚
丫子，还学了满口山东话。孩子妈妈哭着说：

“虎子，妈妈来接你了！”让看到的人无不动
容。

从此，寻找小虎子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郑菡先后于1988年5月26日、6月11
日、8月31日，以《小虎子，你在哪里？》《在寻找
小虎子的日子里》《小虎子回来了》为题进行了
全面跟踪报道，看到报道的市民们由紧张、担
心，变为最后的皆大欢喜。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小虎子的爸爸尚聪辗
转找到记者郑菡的家里，对她表示感谢，他说，如
果不是郑菡的报道，寻找虎子不会引起这么大关
注，也不会这么顺利地找到虎子。当时在场的郑
菡家里保姆对此感到异常惊讶：“街头巷尾都在
议论寻找虎子的事情，原来就是你报道的！”郑菡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时《郑州
晚报》大的影响力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对
寻找小虎子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当年郑菡的这三篇独家系列报
道，被评为河南省系列报
道一等奖，也开创了此奖
项的先河。

□本报记者 刘伟平

1988 年，一则寻人启事引发的报道，使丢失的小虎子顺利被找
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而当时本报记者系列报道印发的全民大关
注，也见证了本报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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