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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家重要媒体转载或报道

“雷锋地图”已成高频词
本报记者 王 研 张 昕

3 月 5 日，本报融媒体项目《雷锋
地图》首期大数据可视化新闻特刊正
式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刊设计精美、
内容丰富，创意十足的可视化呈现形
式令人耳目一新，受到普遍好评，社会
各界反响热烈。新华社、人民网、求是
网、中国文明网等国家级权威媒体以
各种形式对《雷锋地图》进行报道；不
少读者与项目组取得联系，提出购买
新闻特刊作为收藏品；更有多所大中
小学邀请项目组参与学雷锋活动，甚
至还专门开设“雷锋地图”课堂，利用

《雷锋地图》特刊为孩子们讲述雷锋故
事。

项目组于 3 月 1 日通过辽报微信
公众号发布征集令以来，不到一周时
间，已收到来自各类渠道的反馈信息
近千条。读者来自不同阶层，其中有
雷锋生前战友、“雷锋班”老战士、雷锋
在工厂的师傅的后代，还有见证雷锋
墓迁葬的亲历者，他们提供了大量珍
贵线索，其中不乏雷锋笔迹、照片等极
具价值的资料，使《雷锋地图》获得了
更丰厚的资源储备。

接下来，《雷锋地图》将围绕足迹、
遗存、人物、种子、影响等五大专题制
作一系列融媒体产品，不断创新形式、
丰富内容，敬请期待。

新华社、人民网、求是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
中国文明网、腾讯网、今日头条、澎湃新闻、新浪、网
易、搜狐、凤凰网、东北新闻网、北国网、华龙网、海力
网、胶东在线、浙江新闻、天健网、瓯网等百余家重要
媒体对《雷锋地图》项目内容进行转载或报道。

100+
征集令发出后，项目组

收到各类反馈信息逾千条，
当中有珍贵的回忆，也有泛
黄的史料，还有学雷锋志愿
服务的创新做法。

1000+
大胆创新、内容丰富、有收藏价值，这些感受是读者看到八连版

特刊后的普遍评价。来自北京、深圳及省内各地的集报爱好者、雷锋
精神研究者与项目组取得联系，提出购买特刊，需求量逾700份。鞍
山雷锋文化收藏馆馆长孙凯说，辽宁日报今年的雷锋主题特刊格外
有新意，他购买了50份，一部分放在收藏馆内，一部分个人珍藏。

700+

52
3月5日，沈阳市太原街

地区雷锋学校一大早便迎来
52 名“学生”。他们是来自
沈阳市江苏商会的企业家和
社区居民。在雷锋学校，他
们参与了“雷锋地图”课堂活
动。

5+
沈阳市第一六五中学、

铁西区勋望小学、太原街地区
雷锋学校等学校利用《雷锋地
图》新闻特刊来介绍雷锋故
事、解读雷锋精神。沈阳市南
京一校长白分校、辽宁生态工
程职业学院也将于近期开设

“雷锋地图”课堂。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
3000 名学生参与“雷锋地
图”课堂活动。

3000+
在各类反馈信息中，有超过

10种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雷
锋相关物品。

10+
项目组设计了调查问卷，以

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发放给社会各
界，目前已收回1000余份。

1000+

“雷锋地图”课堂开讲了。
3 月 5 日，“雷锋地图”项目组受

邀参加沈阳市太原街地区雷锋学校
和沈阳市第一六五中学的“雷锋地
图”课堂活动，和读者一起，在第56个
学雷锋纪念日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沈阳市太原街地区雷锋学校是
我国首家街区雷锋学校。学校依托
于沈阳站社区，社区书记张晓欣任校
长。张晓欣告诉记者，3月 1日雷锋
学校正式启动，每天都有附近居民、
辖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入校参
观。看到《雷锋地图》大数据可视化
新闻特刊，张晓欣感到很兴奋，立刻
将报纸贴在学习展厅最显眼的位
置。张晓欣说，挂图学习更加生动，

“八连版的设计非常震撼，我们要把
这期特刊作为展厅的一个展品，让参
观者从不同视角了解雷锋足迹。”副
校长赵慧中指着《雷锋地图》上的数
据地图，向正在展厅参观的沈阳市江
苏商会的企业家们和社区居民们详
细讲解雷锋在辽宁工作和生活的经
历。居民赵雅娟说，大数据形式很有
冲击力，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雷锋在

辽宁的故事。
当天下午，项目组与雷锋生前战

友刘树田、沈阳市雷锋精神研究会执
行会长曲静一起来到沈阳市第一六

五中学。在“雷锋地图”课堂上，刘树
田指着雷锋在辽宁工作和生活的时
间线对同学们说：“孩子们，你们看，
雷锋在辽宁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

看到人物关系图中出现的余新元、戴
明章等名字，刘树田有些激动，他希
望孩子们以“雷锋地图”课堂为起点，
把雷锋精神深深印在脑海里，做一个

善良、阳光的人。曲静说：“你们花大
力气梳理雷锋在辽宁的文化资源，值
得称赞。今年，沈阳市雷锋精神研究
会计划在全省举办100场雷锋精神宣
讲活动，我们要把‘雷锋地图’这个项
目作为宣讲雷锋精神的‘课本’，带进
每所学校。”

此外，沈阳市集报家魏润生也带
着《雷锋地图》特刊走进了沈阳市第
五十三中学，并将特刊赠送给师生
们。学生们纷纷表示，会仔细阅读特
刊内容，争取做个雷锋精神的“小宣
讲员”。

《雷锋地图》的内容以“辽宁学雷
锋大数据普查”活动为依托。2月中旬
普查活动启动时，就开始引起社会关
注。2月28日，沈阳市铁西区勋望小
学邀请项目组参加学雷锋主题队会。
校长刘春华说，几年前学校成立雷锋
中队，举办了不少学雷锋活动，如续写
雷锋日记等。活动当天，全国道德模
范姜妍也通过自身的经历为孩子们讲
述了如何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

项目组还在不断接到邀请，“雷
锋地图”课堂将会走进更多群体。

《雷锋地图》将作为“课本”走进百所学校
文 本报记者 张 昕 摄 本报记者 万 重

沈阳市第一六五中学开设“雷锋地图”课堂，雷锋生前战友刘树田（右）为
孩子们讲述雷锋在辽宁的故事。

沈阳市太原街地区雷锋学校将
《雷锋地图》特刊贴在展厅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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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解读不同人群对雷锋的了解情况，项目组设计了调查问卷。以下几个问题主要呈现
出部分辽宁中小学生对雷锋的认识。

关于雷锋，不知道的事

●雷锋的原名。超过九成的孩子以为雷锋就叫雷锋，不知
道他的原名是雷正兴。

●雷锋的家乡。只有少数孩子知道雷锋的家乡在湖南，大多
数孩子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辽宁人。

男孩和女孩心中最想拥有的雷锋精神

女孩：助人为乐、勤俭节约

男孩：钉子精神、勇于担当

用时间轴和色块抽象表达 3 月 5
日辽宁各地举办的学雷锋活动。图
中每个色块代表一场学雷锋活动，按
照发生时间进行组合。色块的颜色
表示活动中最具代表性或出现频率
最高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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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的颜色

扫码观看
《3月5日的颜色》

问卷调查

反响热烈

项目组利用大数据应用平台对《雷锋地图》的传播范围进行了
梳理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雷锋地图》被广泛转载和报道，实现
了全介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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