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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

借力传统媒体搭建传播新平
台，让爱心抱团儿

“郑州晚报爱心公益社”成
立于2012年6月，是郑州市文明
办和郑州晚报在新浪微博上搭
建的一个供公益团体和公益人
士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共有
20余个爱心团队和数千名爱心
人士参与其中，核心成员达100
多人。

网络平台的科学管理使得
郑州一些爱心团体、爱心行动
迅速发酵。比如为环卫工免费
送早餐的“善缘公益社”、关注
农民工的“和勤公益社”、关注
残疾人互帮互助的“豫残联盟
爱心公益社”、倡导社会文明行
为的“小蚂蚁志愿者服务队”、
以的哥的姐组成爱心团队的

“郑州出租车 V 车队”、为贫困
地区捐赠旧衣物的“衣往情深”
等民间社团组织，以及频繁出

现在微博上以及各大主流媒体
的著名公益人士代表，主持人
张明、太极魏晓军、宋伟、搜索
郑州王国顺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小蚂蚁
志愿者服务队”诞生出来的公
益组织爱心书摊在短短几个月
内，就从一个服务点扩展到郑
州市的公园、车站；从以流动服
务为主发展成拥有固定场所外
加多个流动服务点的模式，它
的迅速成长引来了人民日报、
郑州电视台等多家传统主流媒
体的报道。

内容为王，创新开展“四好”主题

有了好平台还要有好内
容。除去日常的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动态的发布以外，郑州文
明办将选发信息的视野放得更
宽，更加迎合网民的阅读兴趣，
也增加了网站关注度和知名

度。为此，网站策划开展了“好
时·好事·好景·好人”活动，该策
划主题把时政新闻、市民身边的
凡人善举、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
风景区和当地优秀的文化遗产、
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优秀志愿
者等全都纳入到选稿范畴。

开展多样线下活动，让网络照
进现实

网络是虚拟的，但网络世
界映照的是现实世界，在网上
振臂高呼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更
多人行动起来。郑州转变思
路，开展了多种活动：“微博助
人、微博救人、微博寻人”；不定
期开展“粉丝”见面会；开展网
络文明引导，倡议“坚守七条底
线，不信谣、不传谣”等，这些活
动借助活跃于线上和线下的、
坊间民里口碑较好的网络传播
志愿者微博转播扩散，带动更

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除此之外，郑州市还有很

多这样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
他们借助微博、网络等新媒体，
以网络为眼为口，以线下的公
益活动为腿为脚，一步步地推
动公益平台的发展，影响身边
的小环境，不断向周围散播文
明的种子。杨华民是目前河南
交警队伍中“粉丝”最多的交
警，粉丝数十万人，他不仅定期
举行“粉丝”见面会，广泛征求
网民对河南交警的工作意见，
还常常在微博上号召网友文明
出行、安全出行。

今后，郑州市还将以开展
和培育品牌为推力，以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为引领，借助传
统媒体，聚集民间公益团体，
不断创新网络文明传播的渠道
和形式，开创引领网络新风尚
的“郑州模式”。

从“全城吃面”到“重阳黄手
带”，每一次发酵于微博的爱心
行动，总能激荡起我们内心的阵
阵涟漪。反应迅速、反响热烈、
参与程度高、受益人群多……
一切褒义的字眼似乎都无法
概括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神奇
改变。更广泛的市民参与，更
宽阔的爱心空间，以微博为代
表的网络空间，正令每一位郑
州市民体验着前所未有的爱心
互动和前所未有的正能量聚
集。而一座城市的公益力量，
也沐浴着网上网下的爱心@茁
壮成长。

爱心支撑下的公益，正滋
养着这座城市温暖而有力的灵
魂。过去，我们不是不够重视
这些，只是受制于传统的传播
渠道。几个人的爱心，和一批
人的爱心，短时间内难以引起
更多人的共振。但有了网络，
特别是有了微博以后，一切都
不一样了。传播方式的改变，
带 来 了 爱 心 共 振 的 更 大 空
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我
们倾力于公益，一件小事都有
唤醒整个城市甚至全社会爱心
共振的可能。

梦想照进现实，需要勇敢

者的砥砺前行。新浪微博上，
去年 6 月成立的“郑州晚报爱
心公益社”，正是抱着将爱心
更多汇聚的信心，和培育爱
心力量的决心，参与到互联
网 的 @ 互 动 中 。 一 年 多 以
来，培育了近 20 个爱心团体，
掀起了诸如爱心书摊活动等
社会高度关注的爱心话题。
在线上线下的良性互动中，
鼓舞了公益人士的信心，升
华了城市精神。

网 上 网 下 ，@ 互 动 正 改
变着我们的爱心方式，@互
动 正 延 伸 着 大 爱 之 城 的 现

实空间。有数据显示，郑州
520 家省市级文明单位成立
了 520 个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 小 组 ，2398 名 志 愿 者 ，几
乎每天，都在用行动 推 动 爱
心 共 振 的 发 酵 、扩 散 。 由
此带来的反馈效应，驰骋援
助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更是温暖了每一个参与、甚
至 围 观 爱 心 共 振 的 市 民 。
更重要的是，推动@互动本
身 成 为 市 民 的 一 种 爱 心 习
惯，让覆盖整个城市的爱心
网 络 ，成 为 连 接 彼此爱心的
桥梁。

本报讯（记者 王继兵 刘俊礼）
10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吴天
君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山东
德州、济南考察学习新能源产业
发展和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市领导王璋、王跃华、吴忠
华等一同考察。

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
黄河下游北岸，区域面积 10356
平方公里，人口 570 万，是华北、
华东两大经济区的联结带，处在
环渤海经济区之中。近年来，德
州市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发
展方向，以太阳能、生物质能、风
能、地热装备、新能源汽车五大
板块为重点的新能源（节能环
保）产业迅速发展，先后荣获中
国太阳城、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
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新能源
特色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

（生物）产业示范基地、最具投资
价值中国新能源产业城市、低碳

中国突出贡献城市、国家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等国字
号品牌。特别是自 2011 年国家
能源局批准创建国家新能源示
范城市以来，德州市积极探索太
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地源热泵
采暖等各类新能源技术在城市
供电、供热、供暖和建筑节能中
的规模化应用，取得明显成效。

济南市是国家批准的副省
级城市，全市总面积8177平方公
里，辖6个市辖区、3个县、1个县
级市，境内泉水众多，被誉为“泉
城”。济南是水利部确定的全国
第一个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
市，以全市大水网为依托，统筹城
乡水利，着力解决水资源短缺、水
灾害威胁、水生态退化三大水问
题，把“水资源、水安全、水景观、
水环境、水经济、水文化”的“六位
一体”发展理念贯穿于水生态文
明城市创建试点工作全过程，围

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体
系完整、水生态环境优美”，完善
水系连通工程，打造六横八纵一
环的骨干水网体系，取得了明显
成效，呈现出山、泉、湖、河、城交
相辉映，“泉城”特色凸显的现代
生态水系景观。

考察团一行在德州先后到
山东禹城汉能光伏有限公司、山
东奇威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中
国节能环保集团 20 兆瓦太阳能
光伏并网电站、中国太阳谷、减
河湿地公园实地参观；在济南考
察了玉清湖引水工程、省会文化
艺术中心大剧院及济南市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工程情况。每
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与当地领
导亲切交谈，仔细了解规划建
设、运行机制、产业发展等情
况。一路上，考察团边走边议，
普遍感到深受启发、感触很大，
两市在新能源产业培育和应用、

水生态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让大家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差
距，增强了责任感和紧迫感。

考察中，吴天君指出，德州
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顺应了
现代产业发展方向，引领未来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体现了超前
的战略眼光。要认真学习借鉴德
州经验，抓住国家大力支持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着眼
于提升发展层次、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群众生活，把
综合节能、生态环保作为郑州发
展的战略方向，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充分发挥以郑州为核心的
市场优势，从建筑施工、新材料应
用、建筑后服务等新能源技术应
用入手，加快引进和培育新能源
产业，大力推进综合节能应用和
新能源产业的规模化，带动经济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关部门要
建立研发团队和工作机制，做好

规划，制订方案，完善政策，积极
开展试点，加大推广力度，确保我
市综合节能应用和新能源产业尽
快实现突破性进展。

吴天君要求，德州和济南两
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新、投
资大、效果好，非常具有借鉴意
义。要按照“全域生态水系”的
理念谋划水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突出水源地建设、水污染治理、
城市防洪、重点区域水景观建设
四个重点，进一步深化提升我市
的水生态规划，以高起点的规划
引领建设。要坚持边规划边建
设，立足长远、着眼当前，加快推
进牛口峪引水工程、贾鲁河治
理、金水河治理和城市东部水系
贯通等工程，全面提升我市水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打造水通、水
清、水美和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
水生态体系，优化生态环境，造
福全市人民。

吴天君带队赴山东考察学习
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从“全城吃面”到“重阳黄手带”
网络照进现实温暖一座城

“一个颜色醒目的‘黄手带’，手
带卡槽内放有老人的基本信
息，在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
及时得到帮助。如果您家有需
要这条‘黄手带’的老人，现在
就去社区登记吧。”重阳节前
夕，郑州的小李在微博上转发
了一条这样的微博。小李说，
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同时也是
郑州市的一名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他平时很关注此类公益
项目，只要确认事情真实，他便
会通过微博转发，并且@其他
的网友共同参与其中。
这样的事情在郑州不止一件。
今年1月，“一碗面温暖一座城”
新闻在微博上广为流传，郑州
一个面馆老板不幸患上骨癌，
急需钱做手术，他上网发帖求
助：“可不可以来我家面馆吃
饭？让我妻子多赚一点儿钱。”
求助帖被郑州当地公益组织
“郑州晚报爱心公益社”官方微
博转发：“这种诚实，我们似乎
无法拒绝。郑州的同学，组团
去吃碗面吧！”次日中午，微博
上像发酵一般，一传十、十传
百，一个小小的微博最终引发了
现实生活里“全城去吃面”。
在郑州，网络成为当地从政府
系统到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文明
引导、公益活动的重要阵地，人
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这样的一
种新生模式，并积极地参与其
中。据了解，郑州市文明办在
520家省市级文明单位成立了
520个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小
组，共计2398名志愿者，并且
还以郑州文明网和“郑州晚报
爱心公益社”为工作平台，具体
负责活动的组织和日常联系。
中国文明网 王钰

■评论

网上网下，每一颗爱心因@互动相聚
□郑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