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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强强晓晓玲玲

恐高的迟玉婷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坐飞机
竟然在万米高空“C 位”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

“已经通知地面，降不降落，听你的。”那一刻，
机长连问了她三遍。“不用了！”迟玉婷坚定的连答
了三次。

这架差点紧急迫降的航班是因为一名突发心
脏病的女乘客，紧要关头，凭借着 8 年急诊科护士
经验，蜜月归来的“白衣天使”迟玉婷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沉着镇定中化解了一场云端险情。

2018 年 11 月 3 日，这个发生在营口人身边
的温情故事，并非因万米高空就具有了偶然性。因
为，在这个地处渤海东岸的城市里，每天都上演着
相似的动人故事，如穿城而过的大辽河水，源源不
断奔腾到海。因为，这是一个从来不缺少爱的城
市。

从 100 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红十字
医院，到 1960 年刚刚入伍新兵训练营的雷锋；从
十几年前，都市广播主持人与警察、市民在线救助
生活绝望者，到今天，受助的残疾姑娘“娜小强”自
助助人，诚信还债的农民张凤毕深陷困境引发接
力救助……

这座城市，总有一种能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
观者前行。总有一种爱，在负重坚持中，没有停止
传递。

“德不孤，必有邻”。在这里，汽车主动礼让行
人，行人回礼感谢；公交车上，司机一句“你好”，乘
客报以“辛苦了”；机关窗口，一杯热茶、一句问
候……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努力践行着“营口
有礼，从我做起”，在爱与被爱中努力发出一分光、
散出一分热。

“当一个城市的历史基因被挖掘，成为它的文
化灵魂，‘营口有礼’便成了新时代的城市名片，每一
个人被自觉唤醒加入其中。看着大家每天都在积
极向上向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内心的
幸福和获得感不言而喻。”作为一名践行者、观察者
和记录者，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泓颖感慨。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礼仪是最好
的社会环境，是最好的发展环境，也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知礼守礼和人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才是
一座城市文明的精髓，拥有这一基因和血脉是这
座‘最讲礼的城市’最大的福祉，更会助力城市走进
更美好的未来。”营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肖力告
诉记者，营口市已将每年的 9 月 1 日设立为“营口
有礼日”。

“我们在红十字发源的地方”

初冬的营口，气温直逼零摄氏度，位于辽河广
场附近的牛庄邮电局旧址里，参加急救培训的年
轻人各个朝气蓬勃。一道晨阳透过高大的玻璃门
射进屋内，洒在李燃身披“营口红十字爱心公益大
使”的红色绶带上，鲜艳夺目。

百年前，这里曾是东北第一个邮电所。今天，
它是“营口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
纪念馆”的所在地。

“营口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早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营口就开始了红十字救护
运动。”李燃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名记者，她
的另一个身份是“营口红十字博物馆”的志愿者，
利用业余时间定期在这里为大家讲述国际红十字
与营口的故事。

“中国红十字运动之所以起源于营口，因为这
里通商早，是外来文化传播最早进入地区。位置重
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加之甲午战争陆上战争比较
激烈，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爱心人士的参与，这
一切都说明营口有很好的社会基础。”李燃的讲解
激情饱满。

1894 年 8 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火逼近
营口，为了救护流落在营口街头的伤兵。由在此
躲避战火的英国领事馆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医
生司徒阁等中外人士发起，经中国当局批准、海

关合作，12 月 3 日，在营口租用一家中国客栈开
办了简易的红十字医院。当时，救护工作由营口
海关医生达瑞总负责，参加救护的共有 8 名医
生。

1895 年 3 月日军攻陷营口。司徒阁医生等在
红十字医院门口挂上“英国居民”和“外国教会”的
牌子，并插上红十字旗帜，使滞留在医院内的清军
伤员得到保护和救治。

3 月 9 日，中日两军在田庄台进行了极为剧
烈的战斗，营口红十字医院前去救援，并设法将伤
员转至营口。截止到 1895 年 3 月战争结束，营口
红十字医院共收治伤兵 1000 多人。

“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死亡率却出奇的低。”
李燃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展的红十字救护
运动，也是国内第一所红十字医院。

“史实表明，中国红十字运动在营口发源 10
年之后，国际红十字组织重新在中国的土地上兴
起。”李燃说，1904 年 3 月，中英法德美 5 国代表
在上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营口成为中国
红十字会第一分会”。

“如今，这里已成为营口重要的历史教育基
地，每天都有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学生前来参
观，很多家长自发地带着小朋友走进这里。”李燃
说作为媒体人，每一次讲解都会对那段历史有一
个全新的认识，也更有义务将这种“人道”“博爱”
的精神传承弘扬。

“白底红十字，穿越了一百多个春秋，写就了
光辉的历史，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唱响全新的篇
章。我们的红十字，我们在营口，我们在它发源的
地方。”听到这里，还未结束急救课程的年轻人不
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跟雷锋很近”

“营口也是雷锋入伍后最早的新兵营所在
地，在那段不长的岁月里，人们时常可以见到一
个助人为乐的军人身影出现在学校、车站。”韩晓
东喜欢研究雷锋，更喜欢搜集与雷锋有关的旧
物。

在他那间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有一座雷锋
半身雕像，是朋友送的，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搜
集与雷锋有关的旧物已有 2000 多件了。”营口市
档案史志管理中心主任韩晓东腼腆地笑着。

上世纪 90 年代，痴迷研究雷锋的韩晓东经常
跑旧货市场。“300 元淘到一张 1965 年版《雷锋》
的电影海报就特别兴奋。”他说，那是他当时半年
的工资。

在搜集整理中，当年《营口日报》的一条消息
引起了韩晓东的极大兴趣。“我市举行盛会，授予
某部四班雷锋班荣誉称号”，韩晓东自问，“这不就
是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称号的新闻吗？”

为了弄清真相，他跑了许多地方，包括抚顺雷
锋纪念馆等，查找了不少资料，但这个猜测始终没
有得到证实。出于工作原因，韩晓东觉得自己有责
任弄清楚那段历史。

一年春节，在鞍山走亲戚的韩晓东与出租司
机聊天时得知，鞍山“雷锋号”出租车组是当年雷
锋生前战友提议组建的。听了这个消息，韩晓东来
了精神，一打听，竟然找到了当事人。就这样，随着
一位位亲历者的出现，雷锋在营口的故事越来越
清晰了。

“1960 年 1 月 8 日，从鞍钢应征入伍的雷锋
坐火车来到营口驻地，新兵训练营就在老火车站
附近。人们总能看到他出现在客运站大厅里，帮妇
女抱小孩，帮工作人员打水擦地。”韩晓东后来采

访了客运站的老主任李文久。李文久说，自己曾问
这个年轻的军人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我叫解放
军”。再后来雷锋成了名人，李文久才知道那个人
就是雷锋。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雷锋曾帮助营口市劳动
小学的师生们扫过雪，如今这个小学已改叫“雷锋
小学”。营口市建设小学的退休老师，已经 80 多岁
的曲秀媛告诉韩晓东，雷锋曾给建设小学的孩子
们做过课外辅导员。

……
2003 年 1 月，韩晓东的文章“雷锋在营口的

日子”在《营口日报》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不久
韩晓东与雷锋当年还健在的战友们，一起加入了
营口“雷锋精神促进会”。2009 年 10 月，韩晓东编
著的《雷锋在营口的故事》一书出版。

报道过无数次类似新闻的泓颖说，在营口，雷
锋的故事被无数次改编成广播剧、评书等，大家早
已耳熟能详。“雷锋在营口的时间很短，但他把爱
的种子留在了营口的大地上，每一个营口人都觉
得自己跟雷锋很近，自觉地以他为榜样，试图成为
他那样的人。”

如今营口有了雷锋小学、雷锋小区、雷锋车
队、雷锋柜台，雷锋爱心基金、雷锋高铁服务
站……“高铁东站的‘大背哥’身体健硕，每天服务
在行动不便的乘客之间；高考期间，雷锋车队免费
送考学生；还有雷锋小区，那里的好人好事更是多
得说不完。”泓颖说，“雷锋精神就是从我做起，如
今营口的老百姓都在自觉自愿地传承这种精神。”

一句“你好”让公交司机泪奔

公交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人们往往可以通过
这个窗口一窥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

“公交车驾驶员每天工作很辛苦，身体的疲惫
可以休息，但心里的委屈难以平复。”营口公汽公
司经理郭洪利告诉记者，2005 年公司设立了“驾
驶员委屈奖”，希望引导驾驶员用理智的方式避免
可能发生的恶性事故。公司还开设“吐槽大会”，定
期聘请专业老师给驾驶员进行心理疏导。

2018 年初，营口公汽公司出台相关规定，其
中一条要求“向上车的首位乘客问好”。一开始司
机赵震林不好意思开口，每次车门打开，例行公
事：“你好”，乘客回应者寥寥。第二天、第三天，
一个月、三个月……如今大多数乘客的回应已
变得真诚自然。赵师傅说，“真的很灵”，每天出
车心情也跟着一声声“你好”“谢谢”“辛苦了”而
变得轻松起来。“特别是有一次，当一个年轻的
妈妈拉着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说‘给叔叔问
好……’”讲述中，这名彪形大汉脸一热，哽咽着
说不下去了。

一旁的同事忙插嘴道，“不是还有个大娘每天
等在车站给你送早点吗？”

“不要，非给。”平静后，赵震林表情无奈。
“都送些啥好吃的呀？”记者有些好奇。
“包子，大热包子！”赵震林一脸通红，惹得众

人哈哈大笑。

“你不必怕，世上有我，你若有

难，我便有责”

“你好，夜阑姐，今天我要跟你道个别。”
“道别，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
2003 年 1 月 2 日晚 21 点 30 分，一段悠扬的

音乐过后，营口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夜色

阑珊”栏目主持人“夜阑”接进了第一个听众热线，
当听到“另外一个世界”时，所有在线听众都听出，
那一刻，“夜阑”也慌了。

这个与“夜阑”告别的女人只有 32 岁，在被刑
满释放的丈夫逼入绝境后，决定撇下 9 岁的女
儿，去另一个世界……电波那端的抽泣声中，她
说：“我在电话亭给你打最后一个电话。”

那一刻，“夜阑”明白一个女人的生命就悬在
这条热线之上，她不敢放下电话，用尽可能睿智
暖心的语言拖住这位绝望者。

与此同时，不少听到广播的市民悄悄地把电
话打到“110”，不少“的哥”放下生意，有出租汽车
公司临时调度了二十几辆出租车，更多的人自发
走出家门……接到报警后，警方紧急调动了数辆
警车，并与电台导播取得联系。

那一刻，在那个寒冷的雪夜，为了一个绝望
的女人，营口倾城而出。

在经过了 15 分钟的搜寻后，终于在一个公用
电话亭旁找到了她。当警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热
线中的“夜阑”时，那一夜，“夜色阑珊”被电话打爆。

“夜阑，让她到我店里来上班吧，我管吃管
住。”药店大姐打进热线。

“你让她到我工厂来工作吧，把孩子也接来。”
一位企业老板挂进电话。

……
“营口是一个有爱的城市，更是一个讲‘礼’的

城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温暖，是责任更
是一份担当。”营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韩瑞祥说，
“这是我们朴实却至高无上的誓约：你不必怕，世
上有我，你若有难，我便有责。”

童叟无欺的烤地瓜摊主杨永明，14 岁的女儿
得了红斑狼疮，积蓄见底。许多市民知道后，在烤
地瓜摊前排起长龙。2008 年汶川地震，杨永明义
卖了一天的烤地瓜，将收入全部捐给灾区。他义
卖的行动感动了一位路过的老板，买了一块烤地
瓜，花了一万块钱。

与病魔抗争 20 多年的残疾姑娘贾娜，为还
清家里十几万元的外债，不等不靠，与爸爸一起
卖爆米花，并注册了“娜小强”商标。人们被她的事
迹感动，“娜小强”爆米花成了畅销爆款。自助、受
助中，2016 年，贾娜与几位爱心志愿者组建了“关
爱留守儿童”公益团队“小草之家”。

营口农民张凤毕，为偿还儿子交通肇事欠下
的巨额外债，卖掉房子，倾家荡产，带领全家人上
山开荒种树还债。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个遗愿：树
要成林、人要成才、债要还清。

……
“一个有‘礼’的城市，才是一个有爆发潜力的

城市，是一个有希望和前途的城市。践行‘营口有
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礼仪在每个城市
成员的心中扎根，在每个家庭中世代传承，‘两个
文明’建设才会有源头活水。”肖力说。

如今，行走在营口的大街上，不时会响起“营
口有礼，从我做起”的手机彩铃，出租车的显示屏、
公交车的语音报站、触目可及的宣传板、宣传条
幅将人们浸润在温情有爱的文明礼仪当中。

“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
的。”肖力介绍，营口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已成立《营
口有礼行为促进条例》立法工作组，希望通过立
法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促进精神
文明法治化、常态化建设，“文明一旦脱离执法环
境、缺少了刚性约束，已经提升的文明素质可能
也会倒退，因此立法约束不可或缺。”

2018 年 11 月 23 日，之前飞机上突发心脏
病的女乘客贾玉香与丈夫一起出现在迟玉婷工
作的营口大石桥陆合医院，除了送上锦旗表示感
谢，贾玉香也是受邀来医院全面检查身体。

说起那天飞机上的急救，大家拿出一个个假
设的问题跟迟玉婷开玩笑，“你胆子太大了，万一
出点啥事儿，你担得起责任吗？”“家属要是讹上你
咋办？”

“不论在任何时间、地点，再遇到，我还是会出手
相救。”“云端天使”迟玉婷，笑起来样子特别美。

▲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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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0 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红十字医院，到 1960 年刚
刚入伍驻军新兵训练营的雷锋；从十几年前，都市广播主持人与警察、
市民在线救助生活绝望者，到今天，受助的残疾姑娘“娜小强”自助助
人，诚信还债的农民张凤毕深陷困境引发接力救助……这座城市，总
有一种能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爱，在负重坚持
中，没有停止传递

闵闵凡凡路路

岁末年初，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形成高潮。媒体、论坛、
聚会、展演，都在盛赞这 40 春秋翻
天覆地的变化，震古烁今的奇迹。尤
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
讲话，更引起热议。中国故事，充满
传奇。

每一家成功的企业，每一件崭
新的发明，每一项宏大的工程，每一
份报喜的捷报，每一个动人的故事，
其背后都站立着几十几百，成千上
万的奋斗者。这一切正是他们历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中国的伟大发展成
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斗创造
的。”

在我们为 40 年丰功伟业举杯
欢庆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为此而
付出辛劳、汗水、智慧以至生命的广
大奋斗者。平凡而伟大的奋斗者，是
人间奇迹的创造者！

步入新的一年，谨向战斗在长
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奋斗者致意。祝
大家继续奋斗，自强不息，再创隹
绩！

我们崇尚奋斗精神，就是崇尚
锐意进取，无私奉献的改革精神，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拓精神，不服
输、不放弃、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创造
精神。亿万奋斗者正是以这种大无
畏的奋斗精神，迎击一波波惊涛骇
浪，跨越一道道险隘雄关，筑起中华
民族坚不可摧的新的长城。

纵观中国近代百年史，就是一
部中华儿女的奋斗史 。我们的前
辈，在反抗外国侵略，推倒三座大
山，打破外来封锁，在废墟上重建
家园的奋斗中，就是发扬了这种不
屈不挠 、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其
历史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奋斗精神源于一种崇高的信
念，那就是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创
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斗精神长盛不衰，代代相传，
我们的事业则前途光明，大有希望。
我在《七彩人生》一诗中有这样一段
话：“征途漫远，上下求索 ；评说由
人，命运在我。中华儿女，生当报国；
从不言悔，志在必得。岁月如歌，生
命似火；进取为荣，奋斗常乐。”

崇尚奋斗精神，就要褒扬奋斗
精神。习总书记在 2018 年春节团拜
会上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
章”。为奋斗者而歌而赋，正是我们
“为时代而歌，为人民而赋”题中应
有之义。

为奋斗者喝彩，向奋斗者致敬！
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

词”中所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
们都是追梦人。”

为奋斗者而歌

▲山西运城市新绛县横桥乡文侯村村
民行新枝在展示自己炸制的麻花（ 2018
年 12 月 27 日摄）。行新枝在家人朋友的
支持下开始创业，制作炸麻花，目前已带动
周边 15 名留守妇女实现增收。新的一年，
她希望自己的麻花能走得更远，让在外的
乡亲们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追梦人的
舞台。2019 年，万千追梦人朝着新的目标
迈进，为实现心中的理想而奋斗。

新华社发（高新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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