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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ORTAL HEROES, ETERNAL POWER

2018 年 7 月 20 日下午 4 点多，辽宁日报
新媒体运营中心记者李小杏接到时政新闻中
心发来的线索——三段两分多钟的短视频和
一封表扬信。

看完视频，又读了感谢信的内容，李小杏
基本了解了事件的经过：一名在校女大学生
通过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在火车站救下了一
位老人。好线索，值得跟进采访！

通过视频提供的信息得知，救人的女孩
叫丁慧，家住沈阳，是锦州医科大学的学
生。李小杏立即与校方取得联系，很快得到
丁慧的电话。

电话拨通，当李小杏提出希望面对面采
访的请求，20 岁的女孩丁慧有点蒙，没有立
刻答应接受采访。丁慧说，自己正在和家人
吃饭，会吃到很晚。李小杏表示，晚一点儿也
没关系，自己可以等。最后，两人约定晚上7
时见面。此时已是晚上 5 时许，李小杏从报
社出发，和同事兵分两路采访。一路采访丁
慧本人，一路联系丁慧的老师、同学以及被救
老人的家属等相关人员。

李小杏记得，当天采访的时间不算长，丁
慧是个不善言辞的女孩，而且，她觉得自己并
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采访结束，李小杏有些激动。稿子的
框架在回家的路上基本搭建了起来。采
访那天是周五，虽然到家已经很晚，李小
杏打开电脑一气呵成写完了稿子。第二
天，报道通过辽宁日报新闻客户端推送出
去 。 让 李 小 杏 没 想 到 的 是 ，等 她 打 开 手
机，朋友圈铺天盖地的都是这则新闻。不
到一个小时，关于丁慧的这则新闻便成为
阅读量 10 万的爆文，此后的几天，全网阅
读量超 1 亿多人次。这样的数据，着实让
李小杏有些意外。此后，人民日报、新华
社、光明日报、央视等国家级媒体和省内
多家媒体也迅速捕捉到这一信息，全国各
地上百家新媒体平台全文转载辽宁日报
新 闻 客 户 端 稿 件 ，全 国 网 友 称 赞 丁 慧 是

“最美大学生”。
凡人善举，社会新闻记者出身的李小杏

不知道采访过多少次。每次采访这类题材，
她的心里都暖暖的。而此次采访，在前期线
索提供上有视频，在采访过程中能与事件核
心人物面对面，传统媒体记者通过融媒体平
台产生一篇阅读量超1亿人次的爆款融媒体
产品，更让李小杏觉得，网友们其实对凡人善
举的传播还是认可的。

有了此次报道丁慧的经验，李小杏期待
着下一个“丁慧”出现在辽沈大地。

第一时间找到丁慧

去年 12 月 28 日，“辽宁好人”2018 年度
盛典举行。刚刚去世一个多月的辽河油田
沈阳采油厂机动采油大队油罐车司机张善
哲获得表彰。最早采写张善哲报道的，是
辽宁日报驻盘锦记者站记者刘立杉。

看到盛典中张善哲的故事被再次讲
述，刘立杉的内心涌起一阵酸楚。“比起写
出一篇有影响力的稿件来，我更希望张善
哲还活着。”作为一名记者，刘立杉的内心
很矛盾。但为了让张善哲的故事为更多
人所知，他知道，自己要继续写下去。

2018 年 11 月 21 日晚，沈阳采油厂机动
采油大队油罐车司机张善哲在行驶途中突
发疾病，他在最为严峻的时刻，用生命保住
了国家的财产、群众的安全。

刘立杉是在事情过去十天后收到线
索的。这件事听起来很感人，挖掘更具体
的情况，他找到辽河油田公司党委宣传部
和 沈 阳 采 油 厂 党 群 工 作 部 两 位 工 作 人
员。从他们的讲述中，刘立杉发现两个细
节——安全停靠在路边的油罐车亮着“双
闪”，在现场的同事在 驾 驶 室 中 看 到 ，栽
倒在方向盘上的张善哲的一只脚牢牢地
踩 在 脚 刹 上 。 生 命 垂 危 ，张 善 哲 在 驾 驶
室 里 是 怎 样 的 痛 苦 我 们 不 得 而 知 。 但
是，他有意识地完成这两个动作，深深打
动了刘立杉。这是多么崇高的职业责任、
职业精神啊。

当时考虑到张家人还沉浸在悲伤的情
绪中，刘立杉没有采访张善哲的家人，而是
找到在场的当事人、张善哲的单位领导、同
事以及邻居。随着采访的深入，从身边人
的讲述中，刘立杉震撼了。他没想到，邻居
和同事口中的张善哲原来在日常生活中就

是这么善良的人。刘立杉还记得，采访时
邻居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讲到和
张善哲相处中的点点滴滴，让刘立杉也泪
洒现场。

2018 年 12 月 4 日，《张善哲启动生命中
最后一次“双闪”》在辽宁日报社会版头题
发表，同时辽宁日报新媒体、网站同步刊
发。在接下来的 3 天中，刘立杉又对张善
哲的同事、家人、邻居、辽河油田其他采油
厂油罐车司机、盘锦社会各界进行了深入
采访，连续刊发了有角度、有深度的相关报
道。

每次采访，刘立杉对张善哲都会产生新
的认知，也对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双闪”不再
感到意外。张善哲的事迹所体现出的职业
精神，已不仅仅是辽河油田、盘锦市的事情，
更足以成为辽宁的骄傲。

完成报道的过程，也是对张善哲的英雄
形象不断认知、提升的过程。随着采访的深
入，当越来越多关于英雄的细节展现在面前，
刘立杉由衷地体会到，在某一个岗位工作时
间长了，难免出现职业倦怠感，但在张善哲身
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对职业的热爱、敬畏
和责任感，这种职业精神，值得宣扬。

刘立杉坦言，这次报道，得到报社很多同
事的配合，是集体的力量让报道更有力量。
作为党报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报道
好张善哲的事迹。辽宁日报的报道推出后，
盘锦当地媒体于12月5日和6日连续两天用
两个版面对报道进行了全文转载。全国200
余家媒体的跟进，都印证了这是一条有价值
的新闻。

愿张善哲也能看见，这人间因他而更加
温暖。

记录张善哲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双闪”

互联网时代，新的交互媒体成为传播正
能量的重要平台。报道组在新媒体平台上
做了一次主题明确但样本随机产生的调查，
从中发现不同年龄层的人对辽宁英模的认
知和理解。

60岁以上最受英模影响

对于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孟
泰、王崇伦、尉凤英等劳动模范深刻影响了
他们的人生观。网友“永不停息”生活在鞍
山，今年 60岁。他说，鞍山人习惯把孟泰称
为“老英雄”，习惯把孟泰看作城市的精神符
号。他说：“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单位总号

召大家学习孟泰。我们这些青年工人，都把
孟泰当作奋斗的榜样。”1952 年出生的杨淑
娟参加“三线”建设，从沈阳去了贵州。她
说，年轻的时候，尉凤英是自己的榜样。刚
到贵州条件艰苦，她在日记中经常写“要向
尉凤英学习”，学尉凤英爱岗敬业、刻苦钻
研。这种信念成为杨淑娟扎根贵州，一辈子
勤勤恳恳工作的精神动力。1954 年出生的
安志学是黑龙江人。他最崇拜“走在时间前
面的人”王崇伦。“我没考上大学，进厂当了
工人，情绪一度很消沉。”安志学说，他是看
了王崇伦的事迹后振作起来的，因为王崇伦
的故事告诉他，不管是什么岗位，只要不断
钻研，都能成为了不起的人。

35岁到45岁最熟悉雷锋

网友“小溪水”说，从小，老师讲课最常
挂在嘴边的就是雷锋，自己也经常参加学雷
锋活动。“小时候，学校成立学雷锋小组，经
常到孤寡老人家打扫卫生。大家都踊跃参
加。谁要是进不了小组，就急得不行。”何滨
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在他看来，辽宁“盛
产”英模。去年年底，他去看了话剧《大国工
匠》，被深深打动，“辽宁是‘共和国长子’，这
个称号可不是乱叫的，看看咱们辽宁几十年
来出的英模，多少人都在全国家喻户晓。为
什么他们都在辽宁，我觉得不是偶然现象，
应该好好研究研究。”

00后崇拜郭明义、姜妍

林美熙今年读高二，她看过电影《郭明
义》，还会唱主题曲《把幸福给你》。

2月28日，姜妍到沈阳市铁西区勋望小学
参加学雷锋活动，该校四年级学生赖雨鑫说：

“那天我跟姜妍面对面，心里特别兴奋。过年
时我们全家看春节联欢晚会，看见姜妍阿姨在
晚会现场，特别感动。我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
她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性。”

8岁的单学聪对蒋新松的故事最感兴趣，
因为去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中国制造的机
器人惊艳世界，他特别期待能到生产机器人的
工厂去看看。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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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发
现
了
他
们

本
报
记
者

张

昕

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如何通过融媒体迅速传播，成为网友关注的热点，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呢？辽宁日报三位记者用
亲身经历告诉您，融媒体时代来了，从广泛的新闻线索中发现、采写并包装出有内容、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是党报新媒体弘
扬正能量的新探索。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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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我省两名消防员以他们的壮
举温暖了寒冷的冬季。

一名叫李铁。2018年12月7日上午7时
3分，一名男子在结冰湖面行走时掉入冰窟，
鞍山市消防支队消防员李铁因营救落水群众
而壮烈牺牲，年仅23岁。

一名叫岳永峰。2018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时40分左右，大连市一栋老式建筑突然起
火，大连市消防支队中山区大队消防官兵第
一时间抵达现场，在-5℃的寒冷天气下，消
防官兵不畏严寒，经过消防立体作战，迅速控
制火情，很快成功将火扑灭。岳永峰被烈火
炙烤后又遍体冰霜，演绎一曲“冰与火之歌”。

去年12月10日，辽宁日报客户端将两名
消防战士的事迹报道整合，并配发短评。短
评中说，他们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冲锋向前毫
不迟疑的气概从何而来？从无论严寒酷暑，
坚持苦练不辍而来；从无论白天黑夜，始终坚
守岗位而来；从无论消防服是否加身，时刻将
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而来。忠于使命、献身使
命、不辱使命的铮铮誓言，是刻进每一名消防
战士骨子里的忠诚担当，是融入每一名“逆
行”者血液里的战斗精神。这则消息一出，立
即得到众多网友的关注。

当日负责整合两条新闻并配发评论的，
是辽宁日报新媒体运营中心的编辑杨东。他

说，两名消防员，和之前报道过的丁慧、张善
哲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普通人，但当面对突发事件时，他们的处
理方式却平凡中见伟大，令人敬佩。

两名消防员的新闻只相隔一天。杨东
说，当他从网上看到这两条新闻时，觉得它们
既有新闻性，又很有价值。多传播这样的社
会正能量，正是党报新媒体的责任所在。

杨东说，从丁慧报道在辽宁日报客户端
阅读量超过 23 万人次开始，“我们逐渐摸索
出融媒体时代如何让辽宁好故事传播得更
快、更远、更持久的现实路径。”他认为，对丁
慧、张善哲、李铁、岳永峰的报道在全国取得
巨大的社会反响，是辽宁日报融媒体改革过
程中，传统报人思维转型、观念转型、方法转
型的一次生动检验。

“在融媒体时代，报道的方式和工具发生
了变化，但我们的新闻意识没有变。我们用

‘脚’接地气、用‘心’写新闻的传统没有变，好
记者的职责没有变。”杨东说，今天的新闻人，
拼的是速度、技术和创意，但更拼内容、深度
和广度，“好新闻关键在于发现，在于表达。
我们始终相信，面对越来越广泛的线索来源、
越来越丰富的新闻题材，只要满怀热情、精益
求精，就能采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好作品。”

“逆行”英雄的行为准则里没有选择

辽宁日报驻盘锦记者站记者刘立杉（中）采访张善哲的女儿张笑（左）。

辽宁日报新媒体运营中心编辑杨东（右）和李小杏（左）与丁慧合影。

1985年，辽宁舰的
前身瓦良格号航空母舰
在乌克兰开工建造，但
在建设周期中适逢苏联
解体，工程被迫中断，后
俄罗斯将此舰移交给了
乌克兰。1999年，中国
购买了这艘航空母舰，
于2005年４月交付大
连造船厂进行更改安装
及继续建造。2012年
9月25日，我国第一艘
航空母舰按计划完成建
造和试验试航工作，正
式交付海军。经中央军
委批准，它被命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
舰”，舷号为“16”。中
国第一艘航母交接入
列，是海军建设发展的
一个标志性、阶段性成
果，标志着中国实现了
航母“零”的突破，向海
上强国的目标迈出了重
要一步。辽宁舰全长
300余米，宽70余米，
从龙骨到桅杆的高度达
60多米，满载排水量6
万余吨。官兵来自海军
140多个团以上单位，
涵盖了水面舰艇、潜艇、
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岸
防部队五大兵种，都是
各个部队、各个专业的
尖子和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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