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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久居京城的邵
阳人，对家乡自然少不了牵
挂，以至于只要听到有人冒
出几句邵阳话，马上会觉得
有股温暖从心底里冒出来。
但老实说，如果不是专门的
老乡聚会，要在这个两千万
以上人口的国际大都会感受
到邵阳元素，却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那天下午，我去北京站接
一位朋友。站在广场上百无聊
赖，便留意了一下广场东侧的
大屏。那是新华社所属新华屏
媒的户外资源，某种程度上算
是自己单位的资产，每次在北
京站接人，总免不了要看一
看，就跟在北京遇上有人讲邵
阳话一样的亲切。但我真的没
想到，这两种亲切竟然会在那
天合并到一起。

大屏上正播放着一首战
“疫”的歌曲，开始我没太留
意。这时镜头突然出现了湖
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送湖南医疗队支援湖北时的
讲话，讲到队伍中最小的一
位医务人员才20岁，是邵阳
隆回人。

“与邵阳有关！”
内容马上吸引了我的

注意力。我再定睛一看，大
屏左上角赫然三个大字：

“云邵阳”。
好家伙！我一下子激动

起来，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
了。

敢情是我的家乡把广告
做到京城来了？

短片反复播放，我就反
复跟着看了几遍。片中主要
是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
邵阳医护人员在鄂战“疫”时
的场景，配上词曲歌声，很能
触发内心的感动。

邵阳与湖北古有渊源，
过去本属一省，武汉是省会。
这次邵阳在全国统一调度
下，安排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既是职责所在、情理之中，也
充分体现了邵阳人民勤劳淳
朴、尚信重义的人文精神。

后来仔细一想，以我对新
华屏媒的了解，这个片子应该
并非邵阳有意投放的广告，而
是新华屏媒采用了邵阳日报
社“云邵阳”的作品。那也真是
了不得。要知道新华屏媒在全
国各大城市的人流密集地有
数百块这样的大屏，内容都是
统一的。这样的传播于我大邵
阳而言绝对是天大的利好，应
该也是前所未有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
曾在邵阳市读过几年高中。
在北京上完大学后先是到长
沙工作，而后又调回北京，与
邵阳可谓渐行渐远，但家乡
的情结却反而日久弥新。

邵阳是一座有着深厚文
化底蕴的城市，自古中原文

化与梅山文化在此相伴相
生。改革开放以来，邵阳人以
敢打敢拼、求实图强的精神
继续奋勇拼博，使邵阳本地
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还有些邵阳人走南闯北，不
只闯出了一番新天地，有的
甚至巅覆整个行业。微信创
始人张小龙，邵阳洞口县人，
成功开发微信这一划时代的
产品，开创了中国移动互联
网市场潮流，数亿级的用户遍
及世界；最近非常火的一名歌
手周深，邵阳新邵人，2019年
连获乐坛多项大奖……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每一个优秀的邵阳人都是一
张邵阳的名片，从他们身上
即能感知果敢、尚义、顽强的
邵阳形象。然而遗憾的是，尽
管已经到了2020年，尽管邵
阳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
是邵阳在外地人心中的形象
却并不明显。

一个地域的发展，必然
离不开与外界的各种人流、
物流、金融流、信息流的交
汇，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更
应该重视地域形象的打造，
想方设法扩大城市的声量与
美誉度，以此来吸引各种

“流”的进入。在互联网条件
下，以文化输出的方式去传
播推广城市，远比传统的招
商引资方法更加有效。前者
是主动出招，叫做“你若盛
开，蝴蝶自来”，而后者则被
动求人，往往事倍功半。就在
笔者写此文的时候，我又注
意到，那件被新华屏媒采用
的战“疫”视频作品又被新华
社客户端采用，短短一天时
间，浏览量已经近 115 万人
次。这充分说明，通过文化的
力量最能够直击人心，也最
能有效打造城市的影响力。

从这层意义上说，邵阳
日报社这次战“疫”作品被国
家通讯社采用，绝对开创了
一个很好的先例。我们这些
外地游子心心念念的家乡大
邵阳，绝对还有着巨大的空
间可以施展，而“提升邵阳的
文化软实力，推动邵阳文化
走出去”当是一条发展的新
路，更是一条能为邵阳带来
长远效益的捷径。

邵阳不仅有深厚的文化
积淀，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更
是一个也没少。有理由相信，
在邵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这次新华屏媒对邵阳的传播
只是一个开始，推行文化先
行，塑造邵阳城市品牌形象，
跳出邵阳看邵阳，跳出邵阳发
展邵阳，将会是一种常态，邵
阳在外地人心中的形象也必
将更加丰满与健康。

（作者系新华社中国名
牌杂志社总编辑）

““屏屏””观战观战““疫疫””，，窥见邵阳文化力窥见邵阳文化力
周志懿

今年 3 月的上海，天格
外地冷。

陆家嘴中心绿地还在封
闭状态，但晚高峰的路上，汽
车尾灯已经排起了长龙。我
匆匆走在过街天桥上，华能
联合大厦的电子大屏照亮了
薄暮的路面，五颜六色的光
芒强力冲击着每个过客。

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云
邵阳”三个字，尔后是“邵阳
日报”的标志。

邵阳！
我被“邵阳”二字拽停，

抬头仔细看着大屏。《我在开
满鲜花的路口等你》，是同乡
英勇出征的故事。

离开家乡这么久，几乎
没在异乡看到过邵阳元素，
更何况是在陆家嘴这种土比
金贵的地方。望着熟悉的背
景，我思绪翻涌。

我一个人在外的生活，
开始在十一年前。

2009 年的秋天，告别了
成长十七个年头的樟树垅，
告别了埋头一千个日夜的戴
家坪，告别了家门口的面馆
和六岭山下的回民食堂，我
登上 T2 特快列车，一路向
北，开始了北京的大学生活。

刚开始的第一年，还时
常愿意与故乡的旧友聚一
聚，在偌大的京城里找找家
乡的影子。但图书馆里没有
它的地方志，大屏幕里没有
它的旅游广告，旧友也慢慢
地不再联系，便渐渐习惯了
没有故乡的日子。东北话张
口就来，n 和 l 分得清楚，甚
至连口味，也从辣口变成了
甜口咸口西餐口。

后来毕业工作，来到上
海，父母同学都很热心地帮
我找老乡，好让我在又一个
新的城市能够不孤单，但我
自己却兴致缺缺。在别人问
我来自哪里时，我早已习惯
了回答“一个你不知道的湖
南小地方”。

这个城市的图书馆，依
然没有《宝庆府志》；这个城
市的大众媒介，依然没有邵
阳的文图。对于这座特大城
市而言，一千六百公里外的
那个小城，仿佛不存在。

正是因为早已习惯了自
己来自一个“不存在”的地
方，所以当在天桥上看到邵
阳的抗疫故事，看到《我在开
满鲜花的路口等你》，才会如

此动人。
在这次疫情里，我那医

疗资源并不充裕的家乡，向
湖北黄冈支援了近百名医护
人员。

在这次疫情里，我记忆
中的小城，创造了确诊病例
过百城市中治愈率全国第一
的奇迹。

在这次疫情里，我们玩
笑中只会生产皮具和打火机
的小商品中心，在市政府视
察时当场拨款，春节期间开
足马力生产口罩。

……
这些故事，都是 MV 里

一个个平凡的老乡们写就
的。是那些告别咿呀学语的
孩子转身踏上列车的医护工
作者，是那些起早贪黑还要
面对居民不理解的社区基层
干部，是那个全省医疗队年
龄最小的隆回护士陈琳琳，
是那个连续 22 天七点出门
十点到家永远霸占朋友圈微
信步数第一名的北塔区社区
工作人员李丽娜……是我那
些可爱的老乡们。

我骄傲。我骄傲于“吃得
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在

“非典”、冰灾和新冠肺炎疫
情中一次次地发光。我骄傲
于“南蛮鴃舌之人”地处偏僻
却迎难而上的干劲。我骄傲
于，我那曾经闭塞的故乡，终
于在先贤魏源“开眼看世界”
之后，让世界看向这里。

2013 年，在一场新春团
拜会上，我和另一名小辈，有
幸受过现在的市委书记、当
时的龚市长几句指教。

他说，为什么市长要千
里迢迢来和老乡拜个年？因
为一个城市，为人所知很重
要。而要为人所知，乡情很重
要。你们在外的乡亲，就是城
市的名片。

他做到了。终于有一天，
邵阳日报社用MV叙述的故
事让路过这个地方的都市男
女，对这张名片上的地点，有
了一点印象；对住在这里的
人，感到了一点可敬与可爱。

就算吃惯了浓油赤酱淮
扬菜，但故乡的味道哪里忘
得掉呢。

谢谢这个夕阳沉沉的下
午六点，在陆家嘴中心绿地
旁鳞次栉比的高楼间，让故乡
的过客，成为了远方的归人。
（作者系中国银联高级经理）

在上海，路遇家乡邵阳
黄原一

上海陆家嘴华能联合大厦

长沙马王堆陶瓷建材城

南昌八一广场

▲短视频《我在开满鲜花的路口等你》截图。

编 者 按
3月1日，由邵阳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制作、“云邵阳”移

动新闻客户端首推的展示我市抗疫群体形象的原创短视

频《我在开满鲜花的路口等你》被新华社新华屏媒选用，在

北京、上海、南京、沈阳等8个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同步展

播。这是邵阳首次在多个一线城市及省会城市的车站广场

等核心区的大屏上同步展示邵阳人美好形象。

此次展播不仅对外展示了邵阳人民的勇善形象，

更让不少邵阳游子触动心弦、惊喜不已。本版特刊登两

篇来稿，与读者共享游子因邵阳元素闪耀异乡而引发

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