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8月份，中央媒体关注了
这些辽宁正能量事件：无声老人积水路
指挥交通、“癌症妈妈”靠卖瓜子获新
生、外卖侠过肩摔擒贼、90后小伙徒手
拉开车门救人、风雨过后你那么帅的身
影让人忘不了。

这些辽宁正能量事件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正能量事件当事人既有聋哑老
人发挥自身余热做公益，也有两名90后
年轻人在危难之时见义勇为，还有自强
自立做生活强者的“癌症妈妈”，还有在
暴雨天气中坚守岗位、紧急救援的消防
员、交通警察。

“无声老人”用动作感动了沈阳。

一场暴雨降临沈阳，一路口因积水导致
交通堵塞，一位聋哑老人站在路边，对
每一辆路过的车打着手势让车辆慢行
或绕行。“无声老人”的善举被媒体报道
后受到广泛关注，全国网友为老人点
赞。

肖春旭、李默这两位90后见义勇
为成为8月份辽宁正能量事件的焦点，
肖春旭路遇起火的车辆，让出租车赶紧
停车，他徒手拉开车门救出被困人员。
李默听到有人偷东西，以退役军人的好
身手制伏窃贼，同时不忘送外卖的工作

“订单调给别人吧，我忙着抓贼呢”。
本报历时近一年时间持续关注报

道的“儿肾衰竭癌症妈妈卖瓜子救子”，
10年来不向命运低头的王春英自食其
力，靠炒瓜子赚钱救子。

沈阳遭受多年不遇的连续暴雨，记
者梳理了消防和交警坚守岗位、抢险救
援的精彩图片，以《风雨已过 你那么帅
的身影让人忘不了》为题展现了迎战暴
雨的感人瞬间。

这些正能量事件展示了社会多个
群体的良好精神风貌，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有老人有年轻人，有自立自强的母
亲有坚守岗位的警察。他们的所作所
为蕴含了满满的正能量，从他们的所作
所为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前进动力。

辽宁正能量事件具有广泛代表性

铁岭“无臂爸爸”王刚的故事在7月
份得到了央媒的关注，但关注热度一直
不减，8月12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最
强爸爸：用双脚带娃！》再度关注了王刚
的故事，距离7月上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微信公众号转发本报报道仅一月有余。

8月12日11时10分，人民日报微信
公众号在头题位置以《最强爸爸：用双脚

带娃！》为题，转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
铁岭“无臂爸爸”报道《“无臂爸爸”父爱如
山》，报道主体是时长为1分54秒的视
频。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编辑制作了动
态图片，分5个部分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了
王刚的日常生活：陪娃玩儿、给娃做鸡蛋
羹、去遛娃、洗衣服、刷微信。

无臂爸爸王刚的故事之所以连续

两个月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报道，说明
正能量事件的影响力是持续的，媒体报
道着眼点在于事件本身的感染力，只要
正能量足够打动人，媒体会以多种角度
进行采访报道、持续地向社会传播。一
个事件连续两个月得到中央媒体的关
注，正是表明了辽宁正能量事件的持久
影响力和感染力。

央媒再度关注铁岭“无臂爸爸”

五个正能量事件中有两个都是“90后”
正能量事件，作为社会中坚力量

的90后没有缺席、没有旁观，并且已
经成为正能量事件的绝对主角，在 8
月份得到中央媒体关注的 5 个正能
量事件中，就有两个事件的主角是90
后，一位是肖春旭一位是李默。

值得一提的是，8 月 19 日，新华
社微信公众号在 4 个小时内就转发
了辽宁两个正能量事件：下午5时许
转发了抚顺小伙肖春旭从起火轿车
里救司机的报道，晚 9 时刊发了铁
岭“外卖侠”李默过肩摔擒贼的报道。

中央媒体以如此高的频率聚焦
辽宁正能量事件，并且事件的主角都

是 90 后，一方面说明辽宁正能量事
件受关注程度高，另一方面说明 90
后年青一代已经作为社会中坚力量
在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90后不再
是一个群体的年龄符号，而是在社会
生活中展现强大力量的群体名称。

肖春旭和李默，两位 90 后代表
人物，在危难之时该出手就出手，一
个徒手拉开起火的车门救出被困人
员，一个用漂亮的过肩摔擒获偷钱包
的窃贼。在本报记者采访时问到他
们的年龄时才惊奇地发现，他们都是
纯纯的90后，肖春阳出生于1993年，
李默出生于 1997年。李默当了两年

兵后退役，出手擒贼时刚刚 22 岁。
李默虽然只有 22 岁，但这位 90 后有
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把窃贼
摁倒在地时仍不忘工作，通过耳机向
外卖站领导交代工作上的事：订单调
给别人吧，我抓小偷呢送不了啦。

90后作为辽宁正能量事件的主角
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新华社辽宁分
社、中央电视台辽宁记者站记者和本报
记者取得联系，跟进采访报道李默的事
迹。新华社微信公众号转发本报关于
肖春旭的报道，得到全国读者点赞和转
发，阅读量瞬间10万+，“俺们东北人都
是活雷锋”的评论有1742人点赞。

平凡小事也有不平凡的正能量
正能量事件并不一定是见义勇为

出手救人，平常的生活小事里也蕴含着
不平凡的正能量，比如发挥余热帮助他
人、自强不息靠双手改变生活、在暴雨
中坚守岗位积极救援，这些都是正能
量，都能得到媒体的关注。

63岁的退休老人马树全虽然是聋
哑人，但发现路上有积水车辆通行困难
的时候，他用手势比划让车辆小心通过
或绕行。一次次挥舞手臂和张大嘴巴
示意，马树全老人的热心感动了这座城

市，虽然积水带来了不方便，但老人的
举动让人心头一热。

历时近一年时间，本报持续关注报
道“儿肾衰竭癌症妈妈卖瓜子攒钱救
子”，身患癌症的王春英靠炒瓜子赚钱
救子，众多热心人提供了诸多方面的帮
助，王春英开了网店，让自食其力的她
更有能力面对生活的磨难。

8月16日晚，沈阳下了一场68年来
的最强小时降雨，面对突如其来的暴
雨，沈阳消防救援、沈阳公安交警等部

门迅速进入迎战状态，疏导交通、紧急
救援，在多个积水点留下了令人难以忘
怀的奋战身影：本报选取了6张有代表
性的照片，以“风雨已过 你那么帅的身
影 让人忘不了”为题进行了报道。

正能量往往隐藏在生活平常小事
里，作为辽沈本地的媒体，本报有责任
进行挖掘和报道，让更多的正能量见诸
报端，让更多的正能量事件通过中央媒
体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从而带动更多的
人去做正能量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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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辽宁这些正能量事件感动全中国
无声老人积水路指挥交通、外卖侠过肩摔

擒贼、90后小伙拉开车门救人……8月份，中央
媒体关注了5个辽宁正能量事件，纳入中央媒体
视线并给予全国传播的辽宁正能量事件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不但有聋哑老人疏导交通的感人
场景，还有两名90后见义勇为的暖人瞬间，本
报持续关注报道的“癌症妈妈”靠卖瓜子获新

生，在8月份也获得了中央媒体的聚焦，沈阳消
防、交警坚守岗位的坚毅身影，中央媒体亦把其
作为辽宁正能量形象进行报道。

中央媒体8月份聚焦的辽宁正能量事件，
只是辽沈大地上诸多正能量事件的典型代表，
这些事件通过辽沈本地媒体的报道，得到中央
媒体的关注后进行转发，向全国人民展示了辽

宁人的良好形象。
辽沈大地每天都有太多太多的正能量事件

发生，但是很多当事人认为“不算啥事”而没有
被挖掘出来进行报道，希望更多正能量事件的
当事人、知情者积极告知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
通过报道正能量事件，进一步把辽宁人的良好
形象和新时代辽宁精神传播出去。

1.外卖侠过肩摔擒贼
本报刊发日期：8月20日
转发报道媒体：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央视新

闻、人民网、腾讯视频等
阅读量：
微博话题阅读量2018.5万次，

平均每天以100万次增加
全网阅读量4000万+

2.“癌症妈妈”靠卖瓜子获新生
本报刊发日期：历时一年
转发报道媒体：
央视网、中国日报、新闻晨报、南

宁电视台、吉林电视台等
阅读量：
微博话题阅读量 520 万次，秒

拍视频393万次
全网阅读量2500万+

3.90后小伙徒手拉开车门救人
本报刊发日期：8月19日
转发报道媒体：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

人民网等
阅读量：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瞬间10万+
全网阅读量1000万

4.无声老人积水路指挥交通
本报刊发日期：8月1日
转发报道媒体：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人民网、

澎湃新闻、光明网、梨视频等
阅读量：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10万+、多个视

频平台播放量约10万次
全网阅读量2000万+

5.风雨已过 你那么帅的身影 让人忘不了
本报刊发日期：8月19日
转发报道媒体：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央

视新闻、光明网等
阅读量：
人民日报客户端阅读量10万+，

多家新媒体阅读量超百万次
全网阅读量1000万+

5篇辽宁正能量爆款报道阅读量

外卖侠过肩摔擒贼 4000万+
“癌症妈妈”靠卖瓜子获新生 2500万+
90后小伙徒手拉开车门救人 1500万+
无声老人积水路指挥交通 2000万+

风雨已过你那么帅的身影让人忘不了 1000万+
总计 1.1亿+



“中央媒体聚焦辽宁正能量”的报
道，均出自本报“温暖2019 我是辽宁
人”专题系列报道。

从今年初到8月30日，“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专题系列报道已经刊发了
80篇，平均每个月刊发10篇，系列报道
的文字量近15万字，图片100多幅，在
辽沈晚报官方微信、官方微博、聊沈客
户端、ZAKER沈阳、今日头条号、百家

号等新媒体平台上同步刊发报道。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多篇报道

被中央媒体关注转发，为此本报专门设
置了“中央媒体聚焦辽宁正能量”栏目，
总结和展示在全国传播的辽宁正能量
事件。7月和8月，分别有5个辽宁正能
量事件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转发和跟
进报道，这10个正能量事件的整体阅读
量超过2亿次，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和点赞。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报道已经

刊发了80篇，还有20篇就将达到100
篇，希望读者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新闻线
索，让更多能代表辽宁人形象的事迹，
通过本报的采访报道向全国人民展示
辽宁人大爱无疆、诚信为本、和谐友善
等可贵品格。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我是辽宁人”系列报道已刊发8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