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三千警民送别烈士，场面
催人泪下。更多的人在用自己
的方式表达着对英雄的崇敬，
上百万元的捐款从不同渠道汇
集起来。无论有多么不舍，生命
已逝终成永别，授予烈士荣誉，
优待他们的家人，虽不能挽回
生命，却体现了爱心所向。事实
证明，在价值观日趋多元的时
代，崇敬英雄仍然是奔涌的主
流。

两位烈士以生命为代价，

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对他们的
最好报答就是关心他们的家
人，帮助他们的家人。刘洪坤当
兵16年，只回家看过父母3次，
作为儿子不可能没有内疚；5岁
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作
为父亲也不可能没有牵挂。我
们要让烈士安息，就要尽可能
地圆他们生前所没有实现的愿
望。

我们优待烈士，受益的也
不只是烈士家人。当成千上万
的平凡人以自己的行动表达爱
心时，这场告别同时也成为一

场洗礼，让很多人找到精神的
栖息处，看到了人生的意义。忠
于职业、舍己为人，这些英雄壮
举不仅震撼人心，更能催人奋
进。两位烈士的战友们有些在火
灾现场跪地痛哭，有些不远千里
表达敬意，让我们相信他们同样
都是值得信赖的人。当群众需要
时，他们也会像两位烈士那样勇
敢地站出来，走在前面。那些在
网络上“点燃”的无数支蜡烛，
就像一个个火种，引导那些迷
茫的人走向光明。

尽管一些极端事件时常冲击

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但是大多
数人仍然相信“社会还是好人
多”。在送别两位烈士的日子，亲
眼看到爱心如潮，使我们坚信这
种判断不是自我安慰，社会上不
仅好人很多，而且就活跃在我们
的身边。

痛失英雄是无法抹平的伤
悲，无数人自发地缅怀烈士则
让人悲欣交集。在这场告别中，
一个价值标杆已经在无数人的
缅怀中树立起来，循着它的指
引，我们就能更好地远离人生
的空虚和孤独。

崇崇敬敬英英雄雄仍仍是是奔奔涌涌的的主主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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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附近小区的居民，过
来看看。”74岁的李伯芬说，她对
山东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觉得两
名山东烈士就像自己的儿子，可
亲可爱。

李伯芬回忆，她原来工作的
单位有一位山东的同事，叫王宪
美(音)，为人热情，做领导却一点
没有架子，她们至今仍保持联系。

“两名战士牺牲了，又都是山东的
小伙子，就一直想过来。”

家住石景山区的胡先生和古
先生早早就赶到为英雄送别，“我
俩的女婿都是山东人，山东人好
啊，都是实诚人，这两位英雄更是
了不起的山东人，勇敢啊！”

“你们是山东的骄傲，也是我
们北京的骄傲。”很多北京网友在
网上留言。

“山东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
家文化影响太深刻了。”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动情地说，“山
东人对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继
承，根深蒂固、深入血液。”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鞠平

电视播放火场画面

老人悄悄擦眼泪

“ la zhu是我对你们的心
y i，山东 s h u s h u z h e n y o n g
gan。”

13日早晨，北京喜隆多商
场前，一束菊花静静地躺在警
戒线外的空地上，菊花上贴着
一张鹅黄色的小卡片，歪歪扭
扭地写着上边这行字。

15日，大火已过去3天。离
火灾现场不远的一家饭店里，
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着两位
烈士牺牲时的场景。烈火冲
天，消防战士奔跑着冲进火
场、嘶哑地大声呼喊队友。一
位正在吃饭的老人放下手中
的筷子，凝视着电视屏幕，拿
起桌上的餐巾纸，悄悄拭去眼
角的泪……

石景山消防支队搭设的灵
堂前，寒风中，赵女士带着5岁
的儿子从20公里外赶来。她的
儿子和刘洪坤的女儿同龄，她
下班后买了鲜花，早早把儿子
从幼儿园接出来，“就是为表
达 一 下 北 京 市 民 的 一 点 心
意”。

八宝山公墓的追悼会现
场，“好样的！山东人养了两个
好儿子，北京人民不会忘记你
们！”一句句话语掷地有声，在
礼堂内外回荡。

每当葡萄成熟时

就想起那个“山东兵”

为什么刘洪坤和刘洪魁让
这么多北京人感动？

70岁的张惠英对“山东兵”
有特殊的感情。她和老伴住在
火灾现场附近银行宿舍，因为
腿脚不好，走路得拄着拐杖。去
年8月她种的葡萄成熟了，却因
为葡萄枝条有两层楼高，没法
摘犯了愁。

这时候她想起经常爬梯子
救火的消防员，就拨打了119。
过了几个小时，消防队真的派
了三个战士扛着梯子来了，不
仅帮她把葡萄摘了下来，还用
袋子给她装好。

“帮我摘葡萄的那几个人
里就有一个是山东人，憨厚，热
情，我喜欢得很。”张惠英说，这
次两名消防员走了，她就又想
起了当时那几个消防员帮她摘
葡萄的情景，心里疼得慌。

“听说了吗，是两个山东
人，真是好样的！”距离英雄离
去已经过去3天，火灾现场仍有
很多人驻足、谈论。

“幸亏那天风不大，灭火及
时，要不然附近的楼可能都会被
引燃，后果不堪设想。”北京市民
姜先生说，现在每次回家前经过
着火的商场，他都要站上几分钟，
为两位“山东兄弟”默哀。

每次经过火场

心里都难以平静

流泪、献花、写诗，都难以
表达人们对逝去烈士的哀痛，
怎么办？北京人们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两位烈士的家人，有的
捐款，有的想免费为英雄女儿
看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烈
士放心走好。

火灾过后第二天，北京663
路公交车售票员陈宁将1000元
捐款放在石景山消防支队门
口，扭头就走。门口警卫不收,陈
宁就往警卫口袋、衣领里塞，几
经推让，陈宁还是把钱塞到了
警卫手中。他说，每天开车经过
火灾现场，就难以平静。

和陈宁一样执拗的，还有68
岁的王炳柱老人和喜隆多的200多
位商户。与两名烈士素昧平生的
王炳柱老人来到灵堂前,掏出1000
元现金，非要塞给一名消防员。

喜隆多的商户排队向灵堂
深鞠一躬后，拿出了一个硬纸
盒，自发为烈士家属捐款。消防
支队再三婉拒，但商户们说，捐
款是为了感恩，一定要收下。

“我们想告诉家属，两位战
士为我们老百姓走了，老百姓
心里永远记着他们，不会忘的，
希望可以让家属暖暖心。”石景
山区一家商场的办公室主任于
建军带着同事捐款后说。

山东英雄感动北京市民

““老老百百姓姓心心里里永永远远记记着着他他们们””

17日，前来为两位山东英雄送行的市民悲伤落泪。 本报特派记者 邱志强 摄

山东精神

融进血液里

“好样的！山东人养了
两个好儿子，北京人不会忘
记你们！”两位山东英雄感
动了异乡的人，也把世代传
承的山东精神带给异乡人。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鞠平 10月17日 发自北京

山东兄弟赴汤蹈火

走过英雄遗体，悲痛的市
民哭出声来。

本报特派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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