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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不是荡气回肠的“英雄曲”，却是令人垂泪的“凡人歌”

宋洋精神已刻入泉城记忆
本报记者 刘志浩 王兴飞

他来自这个城市，体现着城市的善良和底蕴
如果不是因为关键时刻的一

次壮举，34岁的宋洋或许将和绝
大多数人一样，波澜不惊地过完
平凡的一生。

“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从来
没见过这么多人。”22日上午，近
万人参加了宋洋的追悼会。居住
在殡仪馆附近的老人王成对记者
说，“我们是真心地想给宋洋送
行，送这个好孩子一程。”

经本报率先报道后，宋洋的
事迹迅速在全城引发热议，被他
精神感染的，不止一人。

“只要能让英雄入土为安，我
做什么都行。”20日下午，宋洋逝
世后，一位叫张灿泉的老人就开
始忙前忙后，无偿为宋家提供丧
葬服务。

次日上午，到宋洋家吊唁的
鲁能出租车公司红旗车队队长韩

志勇表示，车队将免费提供宋洋
的丧葬用车。“他是个了不起的
人，队里的驾驶员都以能为宋洋
服务为荣。”韩志勇说。

不只张灿泉、韩志勇，这些
天，整个泉城都沉浸在对宋洋的
关注中。

“这么多人给宋洋送行，体现
了城市对宋洋的尊重，更体现了市
民对这种朴实善良行为的珍惜和

尊重。”22日下午，山大哲学学院社
会学教授王忠武说，“一个人的精
神如果和时代脉搏相契合，与人类
普遍的精神需要相契合，就可能获
得不朽。”宋洋的这种行为，恰恰体
现了当前社会对正能量的呼唤，因
此才得到市民们的普遍认可。从这
点来说，宋洋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
的一部分，他来自这个城市，体现
着这个城市的善良和底蕴。

“平时可能默默无闻，但关键时刻能顶上”
在22日的追悼会现场，很多

宋洋生前的同事、亲友，甚至是素
未谋面的陌生人，都流下了真挚
的泪水。

“以前觉得英雄很遥远。”当
时宋洋车上的33名乘客之一、山
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大三学生艾
晓亮告诉记者，经历过这次生死
瞬间，感受宋洋的职业操守，颠覆
了他很多的固有看法，他更加明

白了生命的可贵，“或许我的人生
从此会发生很多的改变，将来会
好好学习工作！”

同为当时乘客的聊城教师
肖纪彦说，虽然以前对“英雄”不
感冒，但谈及宋洋，肖纪彦还是
不吝使用了这个词。“宋洋为我
们树立了标杆，我敬重他，也会
学习他，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英
雄。”

肖纪彦表达了自己对于榜样
的看法：“平时可能一直默默无
闻，但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上，他就
是他人的榜样！”

不仅是当时车上的乘客，很
多普通市民也被宋洋感动着。在
宋洋追悼会现场，62岁的退休教
师王荣伟告诉记者，宋洋只是一
名普通司机，瞬间的选择让他成
为人们心目中的榜样，这对很多

年轻人，尤其是孩子来说，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正
能量。

“宋洋这种朴实的精神肯定
会刻入一个城市的记忆，形成一
种文化传统。”王忠武认为，社会
向善需要的不是说教，而是示范，
宋洋此次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
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将会
影响到更多人。

坚守职业操守就是传承宋洋精神

宋洋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自己
的单位。

11日上午9点，宋洋昏迷后的
第三天，山东交运集团成立了“宋
洋车队”。这个车队虽然只有5辆
车，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宋洋车
队”队长贾湘鸣告诉记者，“车队将
以宋洋为楷模，做好身边的小事，
给乘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同事回忆说，宋洋每次下班
后都要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不
管谁替班，他都是千叮万嘱。“他
爱车，更爱跟开车有关的这份工
作。”宋洋的发小侯翔宇说。

对于这一点，宋洋的母亲宋
霞体会更加真切。“他只要开车跑
长途，我就提心吊胆的。”宋霞说，

但儿子喜欢，她也没有办法。2008
年被山东交运集团录用后，宋洋

“高兴得像个孩子”，并告诉母亲
一定会干出个样子来。

“宋洋其实并没有做轰轰烈
烈的事，但正是这种朴实的职业
操守深深打动了我们。”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
所所长冯炜说，宋洋的职业操守
正是源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他的这种职业精神，最值得
我们珍惜和学习。”山东社会科学
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认为，
人们之所以给予宋洋这么大的关
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宋洋在危
急时刻所表现出的最基本的职业
操守。

“这张城市名片永远不会过时”
“每一名驾驶员一年必须强

制体检一次。”22日上午，山东交
运集团董事长吴宗昌说，宋洋发
生意外后，集团非常重视，所有职
工除了强制体检外，单位还将定
期对员工进行健康知识讲座、心

理健康辅导、急救知识培训等多
项教育，以提高员工的自救能力
和突发应对能力。“宋洋的事迹，
必将在齐鲁大地上广为传扬！他
的精神，必将激励更多的人用爱
心去传递正能量，使我们的社会

大家庭变得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更加美好。”

“希望这座城市能长久地记住
宋洋，记住宋洋曾经做过的一切。”
21日下午，从济泺路自发到殡仪馆
祭奠宋洋的64岁老人刘家富说。

“宋洋精神融入到城市里，就
应该成为城市的名片。”王忠武
说，“这张名片永远都不会过时。”

“能不能仿照雷锋日，将每年
的 3 月 2 0 日设立为济南‘宋洋
日’？”一位市民这样建议。

▲宋洋发病后，迅速转向应急车道。

3月22日，北

风呜咽，气温骤

降。上午10时，济

南市殡仪馆响起

“祝你一路顺风”

的熟悉旋律，很

多来送宋洋最后

一程的人，早已

泪流满面。

宋洋终究还

是走了，但他的

精神却留在了泉

城，留在了齐鲁

大地。相比于让

人 荡 气 回 肠 的

“英雄曲”，这首

令人垂泪的“凡

人歌”，更加唱出

了 质 朴 的 爱 和

美。

22日，几名年轻人在追悼会现场向宋洋献花。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3月9日上午从聊城回济南是宋洋的最后一班岗。 ▲停下车后，宋洋按下开门按钮。

▲停稳客车后，宋洋才向乘客求救。▲宋洋打开客车应急灯。 ▲昏迷前宋洋已说不清话，仍不忘叮嘱乘客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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