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晚，得知李刚病情
再次恶化，廖谦等“郑州晚报爱
心公益社”的成员赶到颐和医
院，陪伴到深夜12点。9月7日
中午，李刚再次出现异常，医生
赶紧赶来抢救，但最终无效。
去世之前，他为了回报社会，就
签署了捐献眼角膜的协议。中
午 12 点多，李刚去世不久，他
的妻子井小敏就立即通知了河
南省眼库工作人员。

除了和晚报爱心公益社
的成员一起帮助李刚家属为
他料理后事，廖谦第一时间把
情况向报社领导汇报，而当时
恰逢中秋假日，正常停报。

9月7日郑州晚报微信公
众号发布李刚去世消息。同
时，除了守在医院的廖谦，晚
报紧急增派记者王军方和我
前往颐和医院，打破常规，报

道李刚去世的消息。因为他
引发的一碗面的故事，已经成
为郑州正能量的代表。

下午 3 点，我赶到医院
时，正好拍下了眼库工作人员
顺利摘取李刚眼角膜，并郑重
地向李刚遗体鞠躬致敬。

郑州报业集团官方微博、
微信、QQ 群等新媒体开始传
播李刚去世消息，郑州晚报社
从总编到一线编辑、记者，几
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微博、微
信转载了这一消息。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副社
长戴鹏看到本报微信，率先表
示给李刚妻子井小敏和他的女
儿嘟嘟捐款一万元；华启控股
集团董事长李海玉看到本报微
信，身在美国，仍让他的助理捐
款 2 万元；《北京晚报》原总编
辑、中国晚协高级顾问李炳仁

评论此事称，郑州晚报官方微
信与市民读者互动，显示了媒
体融合的强大威力……

在 9 月 7 日、8 日节日停
报的时候，在集团领导的运筹
帷幄之下，晚报的官方微博、
微信、中原网、中原手机报等新
媒体发挥出强大的集聚效应，影
响力非同凡响；在中秋节万家团
聚之时，包括我在内的郑州晚报
记者奋战在医院里，含着眼泪带
着感动采访李刚的身后事，并为
这个有尊严的求助者送行，回到
家里赶写稿件、制作图片，度过
一个难忘的团圆日。

9月9日，节后正式出报，
郑州晚报连同头版推出了 8
个版的重磅报道《郑州给了我
温暖，我把光明留在郑州》，在
同城媒体中，这是做得最为全
面、最有分量、最感人的特刊。

六期名医微信坐诊大受好评
9月19日，医馆君忐忑地

迎来了第一期名医微信坐诊，
受邀专家是河南中医学院一
附院儿童脑病诊疗康复中心
专家郑宏博士。

说起河南中医学院一附
院的儿科，在全省家长心目中
简直是一盏明灯，该科多位专
家的号都极为抢手，提前一周
排队挂号都难以如愿。有幸
邀请到郑宏博士坐诊，医馆君
非常希望能迎来“开门红”。

如医馆君所愿，第一期名
医微信坐诊活动大获好评，作为

一个9月8日刚刚申请到的公众
号，一期活动后就涨了一两百粉
丝，这个成绩让我们大受鼓舞。

适逢季节交替，是小儿呼
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接下来的
一周，我们又邀请到了郑州市
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汤昱。

第三期，乘着世界精神卫
生日的东风，郑州市八院副院长
胡雄博士成为医馆君的嘉宾。

进入深秋，郑州接连被雾
霾笼罩，郑州人民医院针对雾
霾天气推出了特色体检项目

“雾霾体检卡”，于是，医馆君邀
请了该院呼吸内科主任王敏为

粉丝和读者们讲授雾霾天气防
病常识。结合季节与疾病特
点，接下来，郑州市骨科医院
关节病 I 科主任邹士平，武警
河南省总队医院脊柱外科主
任朱卉敏，相继成为“郑州名
医馆”的坐诊名医。
获得医院和粉丝的双重肯定

第六期的名医坐诊，院方
也给力地送出了名医馆开馆以
来的最大礼包——10 条保健
腰围和10个价值2500元的椎
间盘减压疗程。医馆君不但获
得了粉丝的认可，也获得了医
院的认可，医馆君搭建的医患
沟通桥梁，是双方都满意的！

而且连医馆君的同事们、
朋友们都开始纷纷打来电话，要
求参与名医坐诊活动，要求医馆
君给一个直接与名医交流的机
会——这里小小地插一句，不
是每一位提问的粉丝都能在坐
诊时段里直接得到专家的答复
哦！不过没有当场答复的，医馆
君也会在线下采访专家，在次日
刊发的活动报道中予以解
答。——这说明了什么？医馆
君日渐扩大的影响力呗！

融媒体力量
推动“一碗面温暖一座城”报道
不知不觉，第15个记者节到来了，但作为从业12年
的媒体人，心情却与前几年大不相同。在“新媒体”
之后，突然又听到了“融媒体”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独
立的实体媒体，而是一个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优
势互为整合，互为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
面提升的一种运作模式。而“全城吃面”的报道，也
让我真正从思想到行动，都“融入”了“融媒体”。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实习生 张念念

2013年1月23日20时31
分，@新浪河南出现一条微
博：郑密路沁河路口，有一个

“李记卤肉刀削面馆”，老板不
幸患上骨癌，急需做手术。思
虑再三，他决定发帖求助：可
不可以来我家面馆吃饭？让
我妻子多赚一点儿钱。

郑州晚报记者廖谦第一
时间关注到这条微博，他同

时还是“郑州晚报爱心公益
社”的负责人，这个公益社
里，集合了社会各界的爱心
人士。廖谦把微博转发给公
益社的每一个成员，大家也
都做了转发。次日上午，公
益社的成员不约而同，去吃
爱心面。第一次吃面之后，

《郑州晚报》做了及时报道，
呼吁广大市民都去吃面，帮

帮李刚一家。
其他媒体纷纷跟进，知道

的人多了，去吃面的人络绎不
绝。离得远的，有些人打车
去，有些人开车专门去吃，有
人直接放下钱就走了。盛大
的“全城吃面”行动由此展开。

这就是后来上过央视《新
闻联播》头条的新闻：郑州，一
碗面温暖一座城。

新闻 之

一碗面温暖一座城

融媒体让报道更深入人心

栏目 之
让民生新闻走下纸面

“郑州名医馆”把名医请到你“对面”

11月7日上午9点，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的
一间办公室内，噼里啪啦的键盘音宛若行云流
水，一刻不停地将该院脊柱外科主任、我省著名
神经脊柱微创专家朱卉敏的现场答复转化为文
字，推送到提问粉丝的手机上。

这是郑州晚报微信公众号“郑州名医馆”第六期
名医微信坐诊的工作现场，正如我们所料，粉丝的参
与度一期比一期高，活动场面一期比一期火爆。

一个小时的坐诊时间结束，朱卉敏还留下来，
答复了热情的粉丝提前一天留言的各种问题。

自从9月19日“郑州名医馆”第一期名医坐诊
活动推出以来，健康新闻的运作与之前相比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新闻逐步从纸面上走了下来，更加
注重与读者的互动，更加倾向于服务性和参与性。

这是郑州晚报卫生线口在融媒时代的新探
索，而“郑州名医馆”以一步一个脚印、一期一个
高度，以及粉丝量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给了我们
坚定的信心——更好服务读者、服务粉丝的同时
创新新闻模式，呈现更亲民、更实用、更多样性、
更生动活泼的报道，最终获得双赢局面。
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谷长乐 段远

昨日，“郑州名医馆”在线回答网友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