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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88300000作为天天正能量发起的第一个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活动， 很多人为
“寻找正能量阿姨” 的新闻效应叫
好，却也招来了一些网友的不理解。
很多人留言说：“这么一个行为就给
2 万元钱，是不是有钱烧的？ ”“社会
上需要帮助的人多了， 为什么不
给？ ”

其实，六年来，天天正能量经常
面对来自公众的疑惑：“这也值得奖
励，你们阿里……”

随着奖金的不断投入， 一些网
友提出了“用金钱来衡量正能量”的
质疑。 天天正能量回应：“真、善、美
的东西可以通过‘俗’的东西得到更
为广泛的传播，奖励不是目的，让爱
心传播、扩散，让正能量感染更多的
人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

马云对于公益有着自己的理
解，那就是“唤醒”。

朱敏才、 孙丽娜夫妇是对“唤
醒”这一理念最好的诠释。 2014 年，
在贵州山区支教十年的退休外交官
朱敏才夫妇获得 10 万元正能量奖
金，他们分文不留，给山区的孩子们
建了一座食堂；

因为这份奖励， 这对夫妇获得
极高的社会美誉度。 后来，朱敏才老

人脑溢血病倒， 一群大学生被“唤
醒”了，他们接过火把，轮流去村小
学支教；

被“唤醒”的还有河南农民工郭
铁山。他获奖的原因也无比简单。因
心疼一位 68 岁的老人拉车百里卖
麦秸， 他花 50 元买下了这车麦秸。
天天正能量给他的评语是：“但愿他
这一次对老人的体恤， 能唤醒这个
社会‘老有所养’的情怀。 ”郭铁山获
奖后说：“这个奖励更坚定了我做好
人、做好事的信心，我今后不仅自己
要理直气壮地做好事， 而且还要教
育自己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做好
事。 ”随后几年，郭铁山日渐成为河
南小有名气的公益人；

上海地铁捡西瓜皮的阿姨获奖
后， 将奖金捐给了武汉的一名贫困
学生， 引发了公众对这名学生的关
注，对他的捐款也纷至沓来。 随后，
这名学生宣布， 他所获捐款已经足
够自己求学所用， 决定把地铁阿姨
给的 2 万元善款捐出， 去帮助更需
要帮助的山区孩子；

2016 年获得奖励的沈阳人谷多
绵， 因为坚持做好事， 被沈阳铁路
局、沈阳市授予各种荣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他说：“阿里巴巴唤醒了我

的热情，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
好事。 ”

今年， 在天天正能量发起的全
国优秀“正能量志愿者” 评选活动
中，据志愿者自己反馈，30 位获奖者
中的半数以上， 把获得的奖金继续
用于公益事业……

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
上，六年来，在获奖的人群中，有三
分之一的获奖者捐出奖金， 去帮助
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让爱心进一步
传递扩散。

六年时间里， 天天正能量团队
勾勒出新公益时代的公众群像，也
汇成了感动人心的公益大数据：

六年来， 天天正能量总计投入
公益金 5500 多万元奖励正能量人物
6200 多人。

他们身上，凝结着“勿以善小而
不为”的古训，也折射着互联网时代
人人公益理念的光彩。

在这个群体中，民工、学生、医
护、教师、警察成为最具正能量的五
大人群。

在这个群体中 ，“70 后”、“80
后” 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27.4%和
20.4%，90 后占比 14.52%。 年轻人成
为社会正能量的主力军。

不断发掘身边“正能量”
晚报聚拢一批批“最美家乡人”

链 接

“天天正能量”走过这六年

本报讯（晚报记者 黄孝萍）7
月，是阿里集团“天天正能量”发起 6
周年纪念， 无锡人也在这个平台上
走向全国，传递我们的声音。 作为加
入该行动的无锡唯一媒体，昨天，本
报也对自 2015 年以来， 加入该活动
的过往进行了盘点。 目前，无锡共有
四十位好人获得“最美家乡人”称
号，合计发出奖金八万元。 其中不少
人又把奖金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唤
醒更多的爱心。

2015 年， 江南晚报和“天天正
能量” 项目一起， 寻找属于无锡的
正能量。2015 年和 2016 年的最美家
乡人中，有 93 岁的陈爱娣，在 68 年
间收养了多名身有残疾的孩子。 无

锡市惠山区的义务救火大王缪梅清
参与消防救援近千次， 成功扑灭火
灾 700 多起， 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900 余万元。 斗山的农民摄影家陈
惠初将这里的“矮脚雾”拍成了“大
片”， 名扬天下。 一个农民坚持 30
多年拍照宣传家乡美， 值得佩服。
80 后医生胡源为了减少糖尿病病
人注射胰岛素后废弃针头对普通人
造成伤害， 在朋友圈里众筹资金，
为糖尿病病人提供免费锐物回收
盒。

2017 年和 2018 年，晚报挖掘出
利用业余时间，记录历史，并为贫困
和高龄的抗战老兵持续送上各类关
爱的公交车司机袁健； 在飞机上遇

到病人及时挺身而出， 并让美国航
班改变航向， 使病人得到及时救治
的医生吴小波。 还有连续十年为山
里孩子实现读书梦的徐启原团队，
致富后打造盛岸菜场天台花园回报
乡里的查文戈父子。

如今天天正能量已走过六年，本
报今年与该项目共同发起的“最美
家乡人”仍在继续中，目前已推出五
位最美人物，也期待着发现更多“闪
光”的无锡人。 本报将和天天正能量
项目一起， 致力于推动一种贴近底
层生活、全民参与且公益性强的“常
人生活”公益范式的生成，以提升公
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推动公
益事业的发展。

7 月，是阿里集团“天天正能量”发起 6 周年纪念。 阿里巴巴每年投入千万级别的资金用于该项目，
充分利用互联网及传统媒体资源优势，通过对正能量故事的发掘、征集、展示、传播和奖励，让更多的人
看到了社会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达到唤醒良知的目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
2013 年 6 月，上海地铁一号线

拥挤的车厢里， 不知谁扔了一地西
瓜皮， 人来人往却都视若无睹。 一
位阿姨从座位上站起来， 耐心把西
瓜皮一块块捡起装进塑料袋， 扎起
来放到角落， 然后擦了擦手， 站到
车厢门口 （她的座位已经被人占
了）。

这个在上海地铁里发生的小事，
被网友拍到发到了网上， 引起了阿
里巴巴一群人的关注。

这个叫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
团队， 第一时间在微博平台上发起

了“寻找正能量阿姨”活动，短短几
天时间里， 这条微博被转发 4 万余
次，阅读量达 1500 多万次。阿姨被找
到了， 天天正能量给予她两万元的
正能量奖励。

和当时最响亮的“亮剑精神”相
比，天天正能量的亮相可谓低调。 一
件捡拾西瓜皮的小事， 无论如何都
谈不上轰轰烈烈， 但它在舆情上却
取得了“轰轰烈烈”的效果，成为一
个事件性故事———就像一块巨石缓
缓沉入水面，没有惊涛拍岸，却掀起
一圈又一圈涟漪，连绵不绝。

简单就是美。这句话在人性方面
体现得尤其饱满。

后来回忆起这一事件，天天正能
量负责人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
里， 太多负面新闻被媒体一再放大
吸引眼球，让人感慨世风日下 ;还有
一些不正确的舆论引导， 使得做好
人好事一度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

“寻找正能量阿姨” 不久后的 7
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项目在杭
州正式启动。

春风化雨雨化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