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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那场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中，洛阳晚报记者
的身影也出现在抗洪第一线，他们用手中的笔，讲述了
那些用身躯挡洪水的“最可爱的人”的故事。

1998年入汛后，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当
年8月17日，驻洛“铁军”官兵奉命开赴抗洪抢险第一线。
这一消息在当日下午被洛阳晚报记者得知，并与部队联系，
在征得同意后，时任晚报新闻部主任黄长明、摄影部副主任
涂侃、记者郭万志和司机王尚修4人，开着一辆吉普车，组成
抗洪抢险采访小组，随“铁军”到武汉抗洪抢险一线采访。

当日下午5时30分左右，采访组4人赶到火车站，采访
车旋即被装上军列。前往送行的时任总编辑邓明选再三叮
嘱：“一定要注意安全。遇到危险，报社的车可以不要，但人

一定要平安回来！”
随后，抗洪抢险采访组随“铁军”一道，赶赴长江防线最险地

段。1998年8月20日，长江第6次洪峰即将撕开长江干堤，在这
一决定长江抗洪成败的重要日子里，抗洪官兵纷纷跳入没腰的
洪水中，手挽手、肩并肩，筑起了一道抵御洪魔的人墙。面对江堤
溃口，采访组记者也加入扛运沙袋的行列。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
苦奋战，溃口终于被堵住，洪魔被再次镇锁在江堤之内。

后来，记者郭万志在回忆当年抗洪经历的文章《本报记者
“九八抗洪”》中写道：“从燕窝到乌林，在前线采访的日子
里，我们始终是激动着、感动着的。我们和抗洪抢险的‘铁
军’勇士们一样，尽最大的努力，通过手中的笔和相机，尽可
能地去记录下那一曲曲军民一心、气壮山河的抗洪壮歌！”

我们在一线记录“抗洪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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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前的乔文娟，爱军、拥军，爱穿军装，一个月工
资33块多，给解放军一寄就是50元，子弟兵私下说她像妈
妈、像姐姐，又像知心朋友；连续17年照顾3个孤寡老人，
资助5个失学儿童上学……她做这一切都是默默的，除至
亲外无人知晓。

1998 年 8月，一位女士匿名将女儿用于上大学的
2000元钱捐献给奋战在抗洪一线的“铁军”官兵，本报辗转
查明，这位女士就是乔文娟。

乔文娟一开始明确拒绝采访，甚至和女儿到报社，想
要说服编辑不要写她。“时任洛阳晚报副主编的潘庆明老
师一句话说服了我。他说，我们写你不是写你这个人，而
是写你的思想和精神。”乔文娟说。

第二天打开报纸，看到自己被称为“可敬女市民”，乔
文娟说她感到很恐惧，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在
所有人眼中都“可敬”。

果然，乔文娟身边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她倍感压力，
一度后悔接受采访。但同时也有很多人鼓励她：越来越
多的子弟兵给她写信，称她为“兵妈妈”；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拥军的行列。1999年，乔文娟获得涧西区政府授予
的“拥军模范”称号，她说：“这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认
可。”

1999年，乔文娟在家中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战士心理
咨询辅导站”；2004年，她创办“中国拥军网”，开创网络拥
军的先河；同年，她成立“中国拥军网心连心艺术团”。

从1998年至今，乔文娟获得过的荣誉，她自己都数不
过来，家里的证书堆成山，但在她看来，任何荣誉都比不上

“兵妈妈”这个称号。“是晚报的报道，让我有了更多的‘兵
儿子’。”乔文娟由衷地说。

今年，乔文娟58岁，她说她将在拥军、爱军这条路上一
直走下去……

2000元捐款引出的“兵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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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长江流域遭遇
特大洪水，洛阳晚报派出抗
洪抢险采访小组，随“铁军”
到武汉抗洪抢险一线采访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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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

士 将 用 于 女 儿 上 大 学 的
2000 元钱捐献给奋战在抗
洪一线的“铁军”官兵，本报
辗转查明，这位可敬的女市
民是乔文娟。

1998年8月25日《洛阳
晚报》1 版《情系铁军 不留
名送上两千元钱，辗转查
明 可敬女市民是乔文娟》

乔
文
娟(

前
排
左
三)

本
报
记
者
当
时
在
抗
洪
一
线
采
访
（
资
料
图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