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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市陇海路与一马路交叉口的东
南侧有一个“陇海大院”，迄今已经 101 岁
了。这个大院誉满绿城，成为郑州市一张
精神文明的名片，《郑州日报》2008年度河
南省好新闻一等奖也缘于对大院感人故事
的深度发现和重磅报道。

纸
墨
华
章

2014年7月1日 星期二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许艳霞 王金霞 校对 司建伟

1999年5月27日<<<
头版《迎着枪口奋勇抓捕

五名民警血洒绿城》的报道
介绍王立新等英雄的事迹，获
中国晚报记协“昨夜今晨”新闻
大赛特等奖。

2008年9月15日<<<
15日本报报道《陇海大院

32年书写人间大爱》，17日以
后又推出连续报道26篇。这一
新闻策划被全国百家网站、媒
体转发。后本报联合一家企业
设立“郑州日报·陇海大院爱心
基金”，成为全国首家以媒体命
名的爱心基金。

2009年3月16日<<<
陇海大院被评为“温暖

2008河南爱心集体”。

□本报记者 王 红

守望相助
三十年来不离弃

陇海大院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高新海，是陇海
大院社区的一位普通居民，1976 年在沟赵农场
插队时，突患急性横贯性脊髓炎致高位截瘫，胸
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其后，他的二哥、大哥及父
母相继去世。

从高新海患病时起，一个自发形成的爱心群
体就产生了。高新海的邻居、战友自觉承担起照
顾他的义务——洗澡、理发、端屎端尿……生活
的难题他们一起克服，心灵上的晴雨他们一起
分担。高新海到武汉看病，邻居关掉自己的小
卖部到医院陪护；背着高新海洗澡，一名伙伴一
背就是十年。30 多年过去了，高新海的伙伴、
邻居、战友因为成家立业等先后走出了陇海大
院，又有大院的邻居自觉担当起照顾高新海的
责任，30多年不离不弃，30多年真情相守，爱心
接力从未断过。

写好故事
传播温暖郑能量

2008 年，本报驻二七区记者在走基层转作
风采访中听闻了陇海大院的故事，当记者给报社
同仁讲述这个故事时，深深感动了每一个人。报
社决定成立特别报道小组，把这一好故事讲述
好，传播好。

报道组走进陇海大院，连续3天蹲守，采访当
事人，深度挖掘故事。当时中秋节就要到了，陇海
大院社区举办了一场名为“陇海大院老邻居中秋
赏月会”的活动，夜色中，老邻居齐聚院内小广场，
伴着清风明月，共吃一块月饼，抒发浓浓情怀。我
们的采访也由此切入。9月15日，郑州日报头版头
题刊出《陇海大院32年书写人间大爱》稿件，同时

配发摄影图片和新闻评论，由此开启了对陇海大
院的报道。

陇海大院的报道是郑州日报弘扬主旋律打
响主动仗的一个生动实践。郑州日报随后又推
出视觉新闻《被爱包围，他品尝着快乐滋味》、长
篇通讯《大爱无声》等系列报道，并先后与河南交
通广播联办特别节目《从陇海大院看邻里关系》，
与郑州电视台《周末面对面》合作，制作两期访谈
节目《小区大爱》、《陇海大院现象与城市文明》，
邀请陇海大院的老邻居代表、社区办事处主任、
社会学教授等嘉宾对话，多种形式传播讲述这一
情动中原的爱心故事。

“一位命运多舛的特殊住客，一场37年的感
动接力，一座温情洋溢的和谐社区。老同学、老邻
居、插队队友，组成爱心磁场；新朋友、新邻居、热
心晚辈，传递生命阳光……”这是 2012“感动郑
州”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组委会给陇海大院

“爱心集体奖”的颁奖词。陇海大院的爱心故事
经本报重磅报道迅速传播，陇海大院爱心群体先
后荣获 2008年河南感动中原“十大爱心集体”、
2010年中国文明网“中国好人榜”，2011郑州市

“首届慈孝集体”、2012年“感动郑州”爱心集体
……围绕陇海大院爱心故事，本报先后发表文字
报道30多篇、图片32幅、评论8篇。《陇海大院32
年书写人间大爱》和一个版面获得 2008年河南
新闻奖一等奖。

搬迁改造
百年大院爱不变

2009年9月，我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郑旺盛撰写
的长篇报告文学——《阳光的声音》在陇海大院
社区举行首发式。今年 5月，电影《好好的活着》
在河南奥斯卡影院全线上映，陇海大院的真实
故事被搬上银幕。而百年陇海大院，也正在改变
着自己的容颜，目前铁路系统已经启动对大院

的房屋改造，今年大年初四，记者与报告文学作
家郑旺盛及高新海和他的邻居们在高新海家的
老房子里吃了最后一顿新春团圆饭，他们说，不
管城市如何变迁，陇海大院扶危助困、坚韧执
着、自强不息的中原文化在他们身上永远不会
丢、不会变。

[英雄街头洒热血]
当回忆的镜头推到 1999 年 5 月 26 日，一

场警匪较量震撼整个绿城。
5月26日晚，为侦破此前发生的“5·24”抢

劫杀人案，金水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案中队指
导员王立新、侦查员王亚宇等受命到关虎屯市
场附近执行任务。

20时 30分许，他们发现一高一矮两个男
青年形迹可疑，即上前盘查。“赶快跑！”做贼心
虚的矮个子向高个子喊了一声，拔腿就跑（后
经突审得知，矮个子叫李久五，高个子叫张振
峰），王立新、王亚宇飞身追赶。

刚追几步，李久五冷不防从腰间拔出手
枪，转身向两名民警射击，王立新腹部连中两
枪。目击这一情景的刘栖云后来说，王立新倒
地时竭尽全力喊的一句话是：“抓住他！”

见王立新中弹，王亚宇哪肯放过，他紧追
不舍，歹徒又开一枪，王亚宇倒地。正在经五
路巡逻的河南公安专科学校实习生沈钦睿、叶
绿听到枪响，立即赶过来拦截歹徒。歹徒分头
逃跑，叶绿追了 100多米后，在联防队员的帮
助下，将张振峰擒获。

沈钦睿追上持枪的李久五后，将其按倒在
地，激烈的搏斗中，李久五用枪对准沈钦睿胸
部，扣动了扳机，脱身而逃。

当李久五跑到红专路口时，50 岁的民警
胡春岭从后面冲上去，将他拦腰抱住，双方扭
打在一起。歹徒毕竟年轻，一个反扑将胡春
岭甩在一边，穷凶极恶地对准胡春岭又开了
一枪，胡春岭倒下了，歹徒消失在胜岗村拥挤
的楼群里。

英雄的鲜血洒满街头，绿城为之震惊。
数百民警迅速集结，一张无形的法网迅速
张开。在群众的配合下，包括歹徒李久五的
弟弟李少林、李天宝在内的 4 名犯罪嫌疑人
很快落网。次日凌晨 2 时 10 分，已经逃往信
阳老家的李久五刚下火车，便被当地警方
擒获。

然而，3位英雄还没来得及听到这一喜报，
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尽管进行了全力抢救，
沈钦睿、胡春岭 26 日晚牺牲，王立新 27 日 13
时45分牺牲。王亚宇脱离危险。

[本报报道动天地]
本报第一时间刊发报道，并连续头版整版

报道整个事件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时报
道新闻事件的本报记者赵娅君，整天都泡在金
水公安分局。她说，采访中，当她看到悲痛欲
绝的英雄家属，她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有时
候甚至不忍心上前采访……一篇感人至深的

《绿城壮歌》在1999年5月29日刊发。
“就这么倒下了，甚至没有一句遗言……

你是否还听得见，我们流着泪的怀念……”
如今，时间过去了 15 年，然而，无论岁月

狂奔的脚步如何无情，对于当年一起参战的战
友来说，心中深深的印记永远无法磨灭。

“谁遇到当时的情景，都会奋不顾身地冲
上去。”多年后，当昔日的见习民警叶绿来到曾
经洒满战友鲜血的经五路，他仍然禁不住泪眼
模糊。“就在这儿，歹徒就是在这里向王立新、
王亚宇开的枪！”

叶绿说，那场战斗之后，党和政府给予

他这个刚走出校门的警校生太多的荣誉。
为了这身警服，为了逝去的战友，多年来，他
和同事们恪尽职守，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在“5·26”袭警案中身负
重伤的王亚宇从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英模班毕业后，重新回
到了公安队伍。

1999年5月26日，在城中村排查的民警遭遇持枪歹徒，
展开生死搏斗，血洒绿城街头，其中3位民警光荣牺牲。本
报连续大版面推出了《迎着枪口奋勇抓捕，四民警血洒绿
城》、《绿城壮歌》、《枪杀民警千夫所指 痛悼英魂万人含悲》
等重磅稿件。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高新海和邻居们在一起。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由本报记者 李焱 丁友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