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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四君子，诗人尤爱之。

因存寒骨质，还具绝尘仪。

楚客怜其节，陶公喜尔姿。

于今重九近，更使念东篱。

落 叶

西风一夜恣纵横，木叶纷纷百感萦。

宛转有怀犹客梦，飘萧无语亦秋声。

欲飞且止浑难舍，乍聚还分别富情。

盛世诗人少愁绪，谋篇不再赋兰成。

梁孝平◆

马兆勇◆

南歌子·女儿村

  白鸟时戏水，沽河又报秋。女儿

村外望田畴，映日苗姜遍野绿油油。

江北闻名地，胶东屈指牛。农家富了

乐心头，闻喜老翁晨唱信天游。

虞美人·咏环卫工

  帚飞终日晨曦舞，每冒时寒暑。

几多甘苦问苍颜，倾尽清除尘垢汗流

干。胸怀一片新天地，身影披霞绮。

雨淋霜打亦从容，守护小城如画意

浓浓。

　　“小女孩的身

体悬空在8楼阳台，

危急时刻，热心邻

居翻越阳台救助”

“老人推轮椅上手

扶电梯摔倒，地铁

工作人员‘神预判’

第一时间扶住”“公

交车司机利用休息

时间，陪来青探亲

的 陌 生 老 人 看

海”……

　 　 在 网 络 世 界

里，真正能够打动

人心的从来不是搞

笑段子、奇人轶事、

绯闻八卦，而是一

个善意提醒、一个

举手之劳，一次拔

刀相助、一次奋不

顾身……这些故事

诉诸的都是人类最

朴素的、最具通约

能力的价值观或情

感，让无数人“狠狠

共情”。

　　10月22日晚，青

岛举办了一场“网

红盛典”，为时代定

格，为温暖发声。

一 篇 篇 质 朴 的 文

字、一帧帧感人的

画面、一段段生动

的故事，汇聚微光，

感动一座城。一如现实世界，在浩瀚的

数字空间里，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发自

内心，凡人善举汇聚的“暖流”也总是滔

滔不息。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凡人”。以身为梯，青岛志愿者

汪洋连救8名被困游客；土耳其发生7.8

级地震，青岛救援队员万里驰援；6岁男

童不慎坠河，青岛市民戴志磊跳水施

救；青岛海滩的“巧克力大爷”都背着

(救过)几条人命，是大家心中的超级英

雄；城阳“托举哥”王恒祥，用双手为别

人举起了生的希望；为救跳江轻生的女

子，杭州外卖小哥彭清林从十余米高的

桥上一跃而下……在每一个危急时刻，

总能见到平凡人挺身而出的身影。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

手”。在南京，面对“驾车撞人并持刀伤

人”的恶性事件，胖哥邱绍春挺身而出；

在株洲，15岁女学生遇持刀男子，眼看

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你干什么？”“95

后”校长一声呵斥，救下被绑女孩；在南

宁，一个十几岁女生预感到危险，急忙

跑进路边店铺求助，店老板厉声喝退尾

随男子……总有人临危而不惧，仗义

担当。

　　一名青岛的“00后”女孩三年来代

写书信超1000封，让“不归人”的情感有

了归宿；青岛公交车司机李本强帮外地

老人圆“看海梦”；游客在长城上为浙江

七旬老人拍照并辗转邮寄到家；去年，

陌生奶奶地铁上用手为女孩捂膝保暖，

这件发生在青岛的小事冲上热搜……

不期而遇的温暖，感动人心。

　　从花样繁多的短视频直播，到各类

娱乐平台的鼓噪喧嚣，从博取眼球的网

红秀场，到芸芸大众急于发声的跃跃欲

试，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里，大量如飞

絮般飘过的明星八卦、话题炒作只能短

暂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最终，能够直

抵人心，能够在无数人的记忆里长久留

存，能够让人们在多年以后依然心心念

念的，永远都是那些最温暖的画面。

　　“慈悲如甘露，自天而降，不是勉强

而为之。它不仅能给予受施者幸福，同

样也能给予施者幸福。”这是莎士比亚

的名言，它告诉我们，善良是一种本能，

也是一种选择。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让

人有所感、有所思，是因为让人看了会

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直指人们心中的

价值命题：什么才是真善美？如何追求

真善美？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共情、

共鸣，正是因为他们对美好的诉求、对

责任的坚守、对正义的追求，让人们看

到，人类的伟大就在于懂得相互支持，

用各自的善良之光照亮对方，尽自己的

绵薄之力，给他人带去温暖和希望。

  归根到底，“暖流”能出圈、能刷屏，

靠的是直抵人心的真、善、美力量。有

人说：“互联网是个巨型放大器。”这些

暖心事之所以能形成放大效应，除了事

迹本身感人外，也得益于互联网前所未

有的传播力。

　　置身于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

时代，微小的善举经由网络，不断被蓄

积、叠加、放大，有时一个视频、一张照

片、一句温暖话就能让感动瞬间直抵千

家万户。我们通过互联网，看到了远在

天边的普通人也很“了不起”，看到了平

凡人的“高光时刻”也有无可言说的震

撼。在每一个点赞，每一次转发、每一

次跟帖等寻常动作中，普通网友已从围

观走向与美好共振。

　　网络上的凡人善举，是社会文明的

体现，是时代呼唤的品质，也是城市精

神的坐标。发挥好榜样作用，在指尖跃

动间，点燃每个人内心都涌动着的向上

向善的火种。

　　毋庸讳言，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

超载泛滥的时代。当前，部分传播平台

的算法推荐追求“流量至上”，提供的信

息泛滥成灾，“表演”式采访、新闻敲诈、

过度娱乐化、虚假新闻等现象层出不

穷，加剧信息传播的圈层化，带来“信息

茧房”。

　　互联网不仅是温暖与爱的聚集地，

也是“暖流”的发散地。如果不想让网

民的注意力被那些“廉价快餐”吸走，就

要想办法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内容供

给，让更多鲜活的好故事从屏幕抵达指

尖，进而抵达心尖。

　　切中“共情点”。移动互联网传播

的一大规律就是情绪传播。通过普通

人身上真善美的小事来传递正能量，最

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们身上与广大受众

之间的情感连接点。不以灌输式、说教

式地讲“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小切

口”的事实叙述建构观点、传递情绪，让

大家产生由人到己的“代入感”。

　　深挖“流量池”。流量时常“飘忽不

定”，有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

较为稳定或可预期地产生流量？有专

家提出“流量池”的概念，指在获取流量

后，通过流量的存储、运营和发掘，再获

取更多的流量。近年来，青岛锚定“流

量就是人心所向”定向发力，持续抓好

塑造网红天团、网红盛典、网红打卡地、

e路红帆“四红”网络品牌等，让好故事

“出圈”、正能量“奔涌”。

　　放大“好声音”。正能量虽然有契

合大流量的天然优势，但是正能量与大

流量之间还有不可或缺的转换环节。

“既要会说，更要说好”，这是正能量转

化为大流量的关键。如何从爆炸式的

互联网信息中脱颖而出，抓住网民的

“眼球”，要与时俱进，善于创新，在内

容、载体、平台等方面下功夫，让内容更

多样化、更优质，让好故事抵达远方。

　　无论技术和传播方式如何变化，人

们心底对正能量的呼唤不会改变。标

注出道德观念和精神修养的“网络风向

标”，让“正能量”出圈，为“好声音”扩

音，让更多的“暖流”温暖你我。

（转自青岛宣传）

《花开马山》 张青 摄

《大沽河畔》 黄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