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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时·温暖二十年

“有小孩掉进桩基洞里啦，你们快来看看吧！”1996年9
月5日下午，洛阳晚报的热线电话骤然响起。晚报记者刘
爱国、谢纪昌、王学武听到消息，迅速骑上摩托车赶往新闻
现场。

年仅两岁半的小亚伦，在瀍河回族区驾鸡沟一停建工
地玩耍时，掉进10多米深的桩基洞内。热心市民、公安干
警、消防队员陆续赶到现场，开始了一场持续18个小时的
爱心大营救。

晚报的3名记者各有分工，有人采访营救人员，有人采
访亚伦的亲人，有人采访知情群众，他们一直守在新闻现
场。第二天上午9时许，小亚伦被成功营救出来。一夜未
眠的3名记者赶回报社，根据采访内容分头写稿。当时的
晚报记者还是用笔写稿，写完交给电脑录入员录入。三人
一夜没睡，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字就写得“龙飞凤舞”，录
入员看不清，记者还得坐在录入员身边口述。

6日，《洛阳晚报》打破常规，重点报道了这次爱心营救
事件。3名记者马不停蹄，又陆续推出“爱心营救”系列追
踪报道。随后，在洛阳市委宣传部和洛阳日报社联合召开
的“弘扬社会风气，共建精神文明”座谈会上，各界人士纷纷
赞扬晚报相关报道是一次“真善美的大展示”。

小亚伦被救出后，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爱心人士的
心。2001年，小亚伦的妈妈魏素红带着小亚伦到北京治
病，坐公交车时售票员认出了他们母子，坚决要给他们免
票。到医院后，医生也认出了他们，在治疗中给了小亚伦很
大帮助。

现在，小亚伦已长大成人，和妈妈魏素红一起做一些简
单的电脑软件设计。魏素红说：“亚伦现在很懂事，经常安
慰我。现在翻看《洛阳晚报》当时的报道，我的心情还是难
以平静，但我相信，当年的不幸和这些年的磨难都会被时间
抚平，我真心祝愿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一生平安。”

一次真善美的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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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7日10时许，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邓明
选交给时为洛阳晚报记者的杨建安一条线索：在小浪底
水利枢纽工程三标（厂房工程）工地，来自洛阳市郊的劳
务人员王凤兴，揭发了一起外籍工长偷工减料行为，受
到表彰。

邓明选副总编辑对杨建安说：挖掘一下，可能有价值。
看着语焉不详的线索，既没有王凤兴的联系方式，也

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地点，这让刚到报社还未拿到正式新
闻记者证的杨建安心里犯起了嘀咕。

杨建安花两天时间列出了一个有十几个问题的采访
提纲，但当他拨通小浪底建管局宣传处的电话提出采访要
求时，对方以工作忙为由挂断了电话。

6月10日，杨建安硬着头皮出发，直奔小浪底建管局
大楼，连续敲开几个办公室的门，说明来意后，得到的回答
均是不清楚。

正无助时，他看到楼道里有人向一间办公室走去，便直奔

过去说：“我是洛阳晚报记者，请问您知道王凤兴的事儿吗？”
那间办公室的主人叫李纯太，是三标工程师代表部的

代表，王凤兴的举报电话就是打给他的，他用10分钟时间
回答了杨建安事先准备的一堆问题。

随后，杨建安打着李纯太的旗号进入三标工地，找到
了正在工地捡钉子的王凤兴。王凤兴在火热的太阳下，讲
述了事情的经过。回到报社，杨建安连夜赶稿，推敲，斟
酌，不足800字的稿子他竟写了几个小时。

1997年6月11日，《洛阳晚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消息
《兴建千秋业 岂容留“蚁穴”（引题）王凤兴勇敢揭发外籍
工长偷工行为 小浪底厂房工程避免一起质量事故（主
标）》，并且配发了评论。

王凤兴的事迹被《洛阳晚报》刊发后，立即被国内外多
家媒体转发、报道。后来，1998年出版的河南省中学《思想
政治》（初一）教科书，引用了王凤兴的事迹，选用的正是
《洛阳晚报》刊发的消息。

被收入中学教科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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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半男童张亚伦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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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公安干警、热心市民等
数百人合力 18 个小时将其
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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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小浪底水利

枢纽工程三标（厂房工程）
工地，来自洛阳市郊、受雇
于外国公司的劳务人员王
凤兴，冒着被辞退的风险，
毅然揭发外籍工长偷工减
料行为，保护了工程质量，
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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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避免一起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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