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0 日，沈阳等地，第一场冬雪。“‘2018 温
暖辽宁’请您评选十大暖心故事”占据本报当日的
头版全部核心位置，本报官方微信、聊沈客户端、
ZAKER沈阳以专题的形式图文回放101个暖心故
事。101 个暖心故事衬托着 2018 这一年的温暖举
动和文明力量，回顾“温暖2018·见证辽宁文明的力
量”历时10个月的系列报道，我们在寻找和呈现辽
宁人言行一致的文明素养，重读百余个暖心故事的
动人情节，我们深深感受到辽沈大地人文环境的向
好、向善、向上。

除了在三个新媒体平台进行十大暖心故事评
选，我们还将选择一些故事情节强、选票数量多的
暖心故事，拍摄短视频，还原再现暖心故事的感人
场景，通过回访新闻当事人看变化；还会制作音频
节目，主播以穿透力的声线讲述动人的暖心故事；
H5 画面感强、图文并茂，暖心故事以 H5 的形式传
播更广。

十大暖心故事评选刷屏新媒体

本报官方微信、聊沈客户端、ZAKER沈阳以专
题的形式图文回放101个暖心故事，邀请读者对这
些故事进行投票评选，点开每个暖心故事，收获的
是内心的美好，本报官方微信的标题《“总有人偷偷
地爱着你”的故事，就在辽宁人身边》触动内心的那
份柔软，这样的暖文肯定是随手转发啦。

昨日的微信朋友圈、新浪、腾讯、百度、今日头
条、东北新闻网等新媒体，被“2018温暖辽宁”请您
评选十大暖心故事刷屏，影响持续扩散。

沈阳的高先生看到了朋友圈转发的评选十大
暖心故事，转发并评论说：“年底了，辽沈晚报回顾

报道过的暖心故事，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一年没
有虚度，有这么多美好的事发生和陪伴，评选投票
是必须的，阅读点赞更重要。”

暖心故事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百余个暖心故事，以一个个真实事件细致地展
示了辽宁人的文明素质，“粗拉”不是辽宁人的代
名词，读过这些暖心故事，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责任担当、言行一致才是对辽宁人的准确描述。
鞍山公益人士孙宝江出门逛街遇见老人晕倒，他
冲上去为老人吸痰，以无畏的举动表明公益行动
体现在多个方面，他既可以带领队员上街维持交
通秩序；路遇老人生死攸关时刻，他也能跪地嘴对
嘴急救。孙宝江完美展示责任担当、言行一致的
含义。获得千元正能量奖金后，孙宝江从银行取
出钱来立即发起“柳成荫基金”，队员随之响应，基
金规模不断增加……不管用什么言辞点赞以孙宝
江为代表的辽宁人，都难以概括他们的一举一动、
大爱大善。

百余个暖心故事，以一处处感人的细节映衬
了辽宁人文环境、营商环境的变化。第 47 期报道

《“重信守诺人物”拿出千元奖金助学》说的是 80
元找零的故事，顾客没有拿走找零的 80 元钱，罗
永虎通过媒体寻找欲退还 80 元，因为诚信不贪，
罗永虎被本报和阿里巴天天正能量评选为“辽宁
重信守诺人物”，获奖励 5000 元。报道刊发后，罗
永虎在朋友圈中写道：“我从四川来沈阳打拼二十
年，是热情的沈阳人处处帮我，我才能做成现在的
海鲜生意。我愿意把 5000 元奖金拿出来，再加上
那 80 元零钱，当作慈善基金来回报沈阳人。”从罗

永虎对沈阳、对辽宁的深厚感情来看，正是辽沈人
民的热情待客、互帮互助，才让罗永虎这样的外地
人扎根这片土地，在这里创业发展，事业有成后乐
善好施，把得到的帮助以多种形式回报回去。不
昧 80 元零钱，不图 5000 元奖励，5080 元当作慈善
基金，是辽宁良好的人文环境影响了罗永虎，罗永
虎也以更出色的行动为这份良好增添了新的内
容。踏踏实实做生意，本本分分做好人，辽宁的营
商环境留住并成就了罗永虎，罗永虎用辛苦劳动
换来了生活、事业均有成。

走进大学讲暖心故事的“故事”

辽宁大学大四学生李玉文说：“看了大学生丁慧
救人的事儿，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勇敢和担当，她能毫
不犹豫地冲上去救人，真正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责
任感，值得我们学习。丁慧是学医的，掌握了急救的
技术，我是文科生，也得掌握一些急救技能了。”

李玉文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她说：“我觉得今后
能够报道这样的暖心故事，也是推动文明力量的一
种形式，所以迫切地想知道这些报道的采访过程和
背后故事。”

为了回应大学生群体对十大暖心故事评选的
关注，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更直
观地感受暖心故事当事人的责任担当，本报将组织
报道暖心故事的记者走进校园和大学生面对面交
流暖心故事的采写过程，探讨暖心故事的核心价值
观，倾听新生代学子对温暖举动、文明力量、人文素
养等问题的见解和阐述，为本报接下来在暖心故事
的报道上拓展领域、校准方向、增厚内涵。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之年，是辽宁滚石
上山、继往开来的关键之年，也是见证辽宁文明力
量的温暖之年。

今年，辽沈晚报推出“温暖2018·见证辽宁文明
的力量”大型系列报道，刊发101个暖心故事。

为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孩童38小时筹款百
万的 3 万名陌生人；早高峰车流中，为急救车让
行、“闪”出一条救命通道的百余位司机；举债绿化
荒山，15 年义务修路 13 公里的八旬退休局长；为
救8岁落水娃，纵身跳入浑河的63岁老人……

这些故事，如同 101张连拍，逐渐刻画出辽宁

人的崭新面孔，拉你越靠越近，最终，让你看到了
他们眼中的暖与火。

2018年6月底，以“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
干、奋斗自强”这16个字为表述语的新时代辽宁精神
发布，4300万辽宁人再次倍感激励与振奋。辽沈晚
报刊发的101个故事，正是从不同角度描刻出辽宁人
的情怀、担当、实干和奋斗，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展
现出一个地区的文明素质、精神气质和价值体系。

辽沈大地一直不缺暖心故事，难得的是对这
些故事的连续记忆。更难得的，是把这一处处随
机的温暖心手相传，化成有温度的榜样和有机的
力量；是把一簇簇善良的火苗，聚集成能融化人

心、重塑精神的热忱。
温暖的记忆可以滋养信念，信念可以滋养万

物。如今的辽宁，正爬坡过坎、拨云见日，雄厚的
工业基础、广阔的市场前景、回归的济济人才，正
在形成全新的营商环境，而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元
素就是已经在我们心中逐渐聚沙成塔的信念。

这种信念，在他人的困境与险境面前，是正
直、勇敢和奉献。在梦想和目标面前，则是实干、
奋斗和担当。而当个人的信念成为群体的信念之
后，则会成为一股蓬勃、顽强的持续动力，不甘落
后、力争上游、奋发图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阿春

101个暖心故事讲述
辽宁人的文明和担当

101个暖心故事引发
各界强烈反响和持续关注

专家学者点评本报暖心故事
这不仅仅是辽沈晚报的 101 期关乎于这座城

市的温情和善良的报道，这也不仅仅是辽沈晚报以
几十万字讴歌着这座城市的底蕴和向上的力量，而
是秉持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
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
做强主流思想舆论。

作为辽宁地区的都市报媒体，辽沈晚报从来就
秉承着新闻媒体应该坚守的社会责任，不断去发现

和关注社会中的温暖故事，并且以报道的方式将这
份正能量传递出去，让这座城市成为一座有温度的
城市。

让 4300 万辽宁人民感受到发生在身边的温
暖，感受到积极向善的力量，感受到属于辽宁独有
的侠肝义胆和绕骨柔情，这种只为社会责任坚守的
坚持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与回报。

尤其可贵的是，媒体能坚持做了 101 期报道，
这是一个长期的、连续性的事情，这种为弘扬正能

量坚守的一份责任心，就是值得借鉴的。
同时，通过这么多善良无私的沈阳人民的故

事，我们也看到了一座城市的文明，辽宁的营商环
境真正做到了从底蕴出发。

越来越多温暖身边的小事纷纷绽放，一座城市的
发展终究是要为了这个城市民众的福祉去考量，辽沈
晚报的坚持也是在向这座城市的主人公们致敬！

在这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总能体
验到城市文明的进步和营商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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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辽宁的营商环境真正做到了从底蕴出发

不到一年时间，挖掘出 101 篇文明暖心的报
道，这是整个辽宁省文明的见证和道德的力量。其
实“古道热肠”一直都是辽宁人的传统。

无论是天寒地冻中往返三次帮助车辆抛锚的
好人杜晓东，还是在零下28℃的寒风中守候醉酒男
子的热心人，他们都是善良的人。而善良就是将心
比心，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正是这些普通人
心中的这份善良和道德坚守，张扬着一座城市、一
个地区的核心价值理念，让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

感到踏实、温暖。
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活

动，看到了一幅画，上面画着 9位劳模，而这 9位劳
模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辽宁人。在沈阳铁西区，
不仅有劳动公园，还有劳模大道、劳模浮雕墙。城
市的公益广告宣传栏上也多是道德模范的影像，甚
至在互联网上，人们也把最大的敬意献给身边那些
好人……一座城，一城人，就在这种惺惺相惜的抚
慰中、激励中、互动中，实现着从粗粝到纤细、从世

俗到文明的演变。
也正是辽宁这种特质，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孕育

出雷锋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在全国发扬光大，使
它经久不衰。因为当记者的缘故，我曾经在辽宁各
地采访。在寒冷的冬日，我曾在奉天街边店铺的电
子显示屏上读到一段温暖人心的文字——“可敬
的环卫工人，天冷了，请你们进屋休息一下，喝杯热
茶！”我多次感受到一座城市与一城好人之间的惺
惺相惜。

古道热肠一直是辽宁的传统

中央电视台辽宁记者站站长 裴奔

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 毕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