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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送水哥”的默默奉献，到
“气球奶奶”的自强不息；从“西瓜哥”的
忠心守护，到“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爱
如潮涌；从李灵的艰难坚守，到胡佩兰的
素手仁心；从陇海大院的爱心传递，到王
宽的“卖唱救孤”……郑州好人好事一再
涌现——这不能不说，是大爱河南、大爱
郑州，是这片爱心涌动的土地，缔造了这
种“传奇”。

正如河南大学教授马进举所说：“巍
巍高山，不会是孤峰陡立，拔地而起。必
定是群峰簇拥，峰上起峰，这才会有凌天
高度。胡佩兰、陇海大院、王宽这些道德
典范必然是在社会道德风气熏染下产生
的，善风良俗孕育着道德典范，道德典范
也代表着民风民德。”一个城市能够集中
出现这么多好人，是有更多好人作为基
数的，“郑州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出一
个城市的民风民德，市民群体向善慕善
者众，同时也反映出这个城市的道德水
准，以及城市管理者和全体市民在精神
文明建设上的努力和取得的效果。

“郑州现象”的产生，也激励着更多
郑州人向善向美。

在建中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胡佩兰爱心诊室”，胡佩兰的学

生唐利平在接诊。唐利平曾跟随胡佩兰
从医 30 年。“第一次见面，老师就嘱咐
我，要是只想着挣钱，就不用跟着她了；
要真想着学医，治病救人，就留下来。”唐
利平说，老师的这种大医精神始终激励着
她不断前行。五彩社区党总支书记任伟
延介绍，胡佩兰的儿子、著名心血管专家
胡大一，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上午，都会
亲自或安排自己的学生在爱心诊室免费
接诊，展现了新时代医生的道德风范。

市民代表、金水区杜岭街老党员
徐建设表示，陇海大院、王宽就像一
面生动的镜子，让自己懂得了什
么是大爱，什么是无私奉献，同
时也看到了差距。“我要从自
身做起，从一件件小事做
起，传递正能量，也希望
大家能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为郑州这座‘大
爱之城’的建设
添砖加瓦。”

郑州 总让人感动
有爱 最让人心动

本报记者 左丽慧

21日，央视12套记者走进郑州的王宽家，就候选“CCTV慈善之夜”十大年度慈善人物进行前期采访。
王宽，是201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是十多年来郑州“诞生”的第9位“感动中国”人物，也是郑州报业集团连续三年成功挖掘的第三位“感动中国”人物。
自“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评选举办以来，任长霞、王百姓、李剑英、李隆、刘洋、胡佩兰、陇海大院、王宽等郑州人先后当选！胡佩兰、陇海大院、王宽

更是连续三年登榜，也使郑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诞生”“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城市。
郑州，这座在早期中华文明版图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化之城，在物质文明欣欣向荣的现代社会，精神文明也枝繁叶茂花开满枝。

2月 14日晚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的 2015“感动中国”颁奖盛典上，由郑
州报业集团率先报道并持续关注的豫
剧名家王宽，因“为救孤，古稀高龄去
卖唱；为救孤，含辛茹苦十六年”入选
年度人物。

1998年，年近退休的王宽、王淑荣
夫妇在回乡探亲期间收养了第一个孤
儿，此后 3年，他们陆续从老家收养了
6名孤儿，加上外孙，两位老人用有限
的退休金养育7名孩子。

因生活压力大，身为国家一级演

员的王宽鼓足勇气，走进省会街头茶
楼“卖唱”，以补贴家用。

只要没有去外地，没有其他演出，
王宽风雨无阻、日复一日地去茶楼唱
戏。每天从晚上 8点半到第二天凌晨
5点，六七个茶楼来回跑。16年栉风沐
雨，除一名孩子因病离世外，其他 5个
孤儿都已长大成人，有了稳定的工作，
成为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更值得一
提的是，他们也都成为乐善好施的“爱
心使者”——“王宽家”曾多次全家出
动，吹拉弹唱，在公园和街头广场义

演，为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募
捐……

对于王宽一家的报道，郑州报业
集团旗下的《郑州晚报》于2001年便开
始着手。15年来，对他们的关注从未
间断，去年9月30日，郑州报业集团负
责人亲自撰写长篇通讯《有一种爱叫
王宽家》和评论《大爱之家 大爱之
城》，旗下媒体重磅刊发，中央媒体、全
国数十家主流晚报、知名网站，纷纷转
载跟进。一时间，王宽家的大爱故事
传遍神州大地。

大爱仁医胡佩兰、爱心集体陇海大
院、“卖唱育孤”的王宽……连续 3年，郑
州报业集团挖掘、持续报道的爱心人物
和集团先后登上“感动中国”的舞台，站
到了精神中国荣誉之巅，这种“郑州现
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

在郑州大学教授、博导辛世俊看来，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独特的“郑州现象”，
与郑州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密切关
系。他认为，河南、郑州地处华夏文明重
要发源地，郑州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

化的城市，黄帝故里、商代都城、嵩山
文明、禅宗祖庭等，都是这座城市重

要的文明资源，以爱国、厚民、崇
德、守信、尚和、从善为主流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
孕育、传承与弘扬，成为滋

养郑州人民强大的精
神力量，也是郑州成

为大爱之城的历
史文化基础。

“大爱

精神既继承了中原文化的至善与至美,
又是新的历史形势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创
新发展，蕴涵着丰富的时代精神。”2 月
18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郑州报业
集团、市社科联等联合举办的“大爱之
城·郑州现象”理论研讨会上，郑州师范
学院科研处长、教授王永恒说，“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在郑州得到
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正是厚重的中原
文化，为‘感动中国’人物的成长提供了
肥沃土壤。”

黄河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赵
会利认为，郑州成为“大爱之城”并非偶
然。郑州街头文化墙上随处可见《三字
经》《弟子规》的内容或漫画，这一点一滴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深深“化”进
了郑州儿女的骨血里。

“说到郑州，扑面而来的是：好人比
比皆是，好事蔚然成风，感动激励社会，
大爱充满人间。郑州优秀儿女在以实际
行动传递着强大的‘郑’能量，树立着‘大
爱重义有担当’的‘郑’形象。”中州大学
副教授张豪说，“感动中国”在全国范围
内每年只评选十个名额比例下，郑州连
续三年当选，实现“三连举三连上”，“大
爱之城”当之无愧！

“王宽家”卖唱育孤“感动中国”

情满绿城“郑州现象”引关注“三连冠”大爱之城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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