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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要过去的7月里，《辽沈晚报》
报道的“沈阳蛇博士千里救人”“‘虎’

护士钻大货车底下救人”“八旬翁回家
爱心拼图”等多篇报道被新华社、人民
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文
明网等中央媒体在新媒体首屏首页转
发，辽宁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正能量故
事在国内、在网络上、在各大新媒体平
台广泛传播，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辽
宁精神，展现了辽宁人的崭新风貌。
为了及时传播中央媒体对辽宁的正能
量报道，本报即日起开设“中央媒体聚
焦辽宁正能量”专栏，从全国视角来反
观辽宁的正能量故事。

从多家中央媒体到数百家地方
媒体再到上万个自媒体以及无数的
个人微博、朋友圈转发本报正能量报
道，辽宁的正能量故事得到裂变式传
播，大幅提升了辽宁正能量报道的公
信力、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截至昨日下午 5 时，据不完全统
计，“沈阳蛇博士千里救人”全网阅读
量 3000 万+，“铁岭无臂爸爸带娃”全
网阅读量2500万+，“‘虎’护士钻大货
车底下救人”阅读量 1200 万+、“八旬
翁回家爱心拼图”1000 万+，“撞车后

没指责 她俩相拥安慰成朋友”阅读
量5000万+。

本报即日起开设“中央媒体聚焦
辽宁正能量”栏目，希望读者踊跃提
供正能量新闻线索，通过本报报道和
中央媒体聚焦，把辽宁的正能量新闻

传播出去。今后，本报将挖掘采写更
多的辽宁正能量新闻，通过一个个具
体而鲜活的新闻故事，把辽宁人大爱
无疆、诚信为本、和谐友善等高尚品
格更多地展现给全国人民。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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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闪回：7月 25日下午 2时许，沈阳的一场车祸感动很多网友，两车相撞后，她们谁也没先看自己的损失，更没有
相互指责，而是先安慰对方，在相互安慰中，俩人相拥，以温情收场，并成了朋友，被网友称作最暖心“车祸”。

新闻到底：《撞车后没指责 她俩相拥安慰成朋友》②

“太牛了，太给我们沈阳人长脸了”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原文转发并跟进报道 报道全网点击量超5000万

本报独家报道了《撞车后没指责 她俩相拥安慰成朋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原文转发并跟进报道，“两车相撞司机下车互相安慰”成
为微博热点新闻。

截至昨晚5时许，此报道在本报官方微博点击量达1178万次。据不完全统计，全网点击量超5000万次，被网友称作“教科书式车祸处理方法”。
昨日，记者再次专访奔驰车主徐女士、尼桑车主佟女士及现场交警。徐女士依旧乐观、开朗，见面就笑着抓住记者的手，“这两天很多亲戚朋友给

我打电话，说‘老徐你出名了’，我不想出名，这就是本能反应，与其争吵莫不如宽容。”

本报官微博点击量达1178万次 人民日报做话题讨论
27日，本报独家报道了此篇报道

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转载了本报
报道，瞬间点击量超10W+，网友纷纷
为一老一小两位女司机点赞。本报

官方微博发布此事后被人民日报、中
国新闻网等多家微博转发，本报官方
微博点击量达1178万，这个数字还在
持续增加。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还针对此事
做了话题讨论，据数据显示，阅读量
已达 1664.6 万次，讨论达 2510 条，点
赞达 3.9 万次。昨日，新华社记者与

本报取得联系，表示要跟进采访，弘
扬沈阳正能量。

本报报道被40余家媒体转发，网
易新闻下跟帖数达到 40323 条，一时

间此事成为全网热点。
近两日，徐女士和佟女士的手机

都被亲朋好友打爆，都是赞扬之声，
“太牛了，太给我们沈阳人长脸了。”

人民日报微博和客户端转发本报报道。

女司机徐女士：“东北人仗义、心眼好”
无论是回忆起 4 天前那起交通

事故，还是这几天经本报报道后成
为“ 名 人 ”，徐 女 士 都 表 现 得 很 平
静。尽管已经六十六岁，她看起来
十分年轻、容光焕发，除了脸上一直
挂着开朗的笑容之外，善良的心、理
性的生活态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
印象。

手拉手安慰
“你没事，我也没事，就挺好”

7月25日下午的交通事故发生之
后。徐女士的儿子也开车来到现场，
看外面天气太热，徐女士邀请尼桑车
主佟女士一同上车等待现场的处理
结果。在网友拍摄的视频中拥抱着
互相安慰的两个人，其实在车里也一
直手拉着手。

拉手、拥抱，这些亲昵的肢体动
作似乎很难发生在两个陌生人之间，
更别提是交通事故的双方，但这一幕
当时就真实发生在沈阳街头，让围观
者心生暖意。

“她看起来比我儿子年龄还小，

当时也吓着了，我年纪大，像妈妈一
样抱一下、拍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东北人就是仗义、心眼好。一切都
是本能使然”，正常、本能，是采访徐
女士过程中出现的高频词。

徐女士当时安慰对方说：“你没

事，我也没事，就挺好”。其实，这几
天徐女士也一直后怕，万一这两辆车
中的任何一辆撞到人怎么办？万一
路口电线杆不结实直接砸过来怎么
办？不过好在只是徐女士的脚刮破
一点皮，别人都没有受伤。

“争吵没意义，
解决不了问题”

徐女士回忆之前发生的一起小
事故。当时，她驾驶的奔驰车和另外
一辆车不小心发生刮碰。徐女士觉
得不是自己的过错，但看对方不想承
担责任，她就主动提出“小事故，大家
时间宝贵，那就算是我的责任吧”。

徐女士大方地避免了一场纠纷，
甚至没有觉得吃亏和委屈。“交通事
故中谁都不是故意的，碰上了也是一
种缘分，兴许还能交个朋友”。

“一旦出了事故，第一时间当然
是要去看看对方有没有受伤，到底是
谁的责任都是次要的，交警自然会有
公正的判断，保险公司也会承担修车
的费用。当街争吵、互相指责这种事
我干不出来，不能解决问题，也没有
意义，还影响形象。”

徐女士笑着告诉记者，她本人还
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这可能和她
在美容行业工作了近 20 年的经历有
关。早已到了退休年龄的徐女士，现

在仍经常受邀去进行一些美容养生
类的培训讲座。

儿媳妇很自豪
“对，那就是我婆婆”

本报报道见报之后，连儿子的同
学和儿媳妇的朋友都认出了她，儿媳
妇还颇为自豪地跟朋友说：“对，那就
是我婆婆”。

对于母亲的所作所为，徐女士的儿
子并不感到奇怪，在他眼里，妈妈一直
都是他的“老大”，两人的母子关系如同
朋友一般。“善良、勇敢。平时不惹事，
遇事不怕事”，徐女士一直这样教导儿
子，自己也以身作则。“但我平时脾气也
挺急的，但急也要急在正地方，要是对
方行为十分恶劣，严重违反道德法律，
我想忍也忍不了。”徐女士说。

昨天下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
过程中，徐女士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的电话采访。她又把刚对本报记者
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大家都过奖
了，我没有那么高尚，善良的人都会
这么做”。 （下转04版）

得知记者带了当天的报纸，徐女士马上戴着花镜翻看起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吴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