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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
瞬，可对于昭通这座城市而言，却是一场
用爱心铺就的漫长接力。从 2006 年到
2025 年，谁也未曾料到，“爱心送考”这
个充满烟火气的举动，会演化成持续 20
年的城市集体仪式。它如同一颗种子，
不经意间撒落在这片土地上，却悄然生
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庇护着每一
个需要关怀的心灵。每年高考期间，昭
通城的大街小巷都会出现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张贴着“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
穿梭往来，它们或载着考生，或随时待
命，为需要帮助的考生伸出援手。这不
仅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服务，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社会责任与爱的传递。

电波里的初心萌芽

时钟的指针拨回到 2006年，昭通中
心城市的大街小巷间，私家车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逐渐融入市民的生活。与此
同时，以私家车车主和出租车司机为主
要受众的昭通人民广播电台也蓬勃发展
起来。上班路上、下班途中，调频广播成
为许多人的伙伴。那一个个跳动的频
率，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声音脉络，让广播
在发动群众、调度力量方面具备得天独
厚的优势。

彼时，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容，城区版
图不断向外延展。对于高三考生而言，
前往考点的路程越来越漫长，尤其是家
住城郊的考生，他们参加高考往往需要
辗转换乘多趟交通工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昭通人民
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敏锐地捕捉到了考生
们的需求。他们意识到手中的电波不仅
能传递音乐与新闻，更能凝聚起全城的
善意。于是，一个由“政府指导+媒体策
划+企业助力+公众参与”的四维模型，
如同精密的齿轮开始转动。政府的统筹
协调、媒体的鼓与呼、企业的慷慨解囊、
公众的热情响应，共同编织起第一张“爱
心送考”网。几十辆私家车、百余名司
机，带着对考生的牵挂加入了送考队伍，
开启了这场长达20年的温暖接力。

原昭通人民广播电台的马贤勇从未
想过，自己和同事们会开启这座城市中
长达 20年的温暖接力。当时，重达 100
多斤的直播设备需要从5楼用扁担抬下
楼，这位年轻的广播人肩头被磨出了两
道深深的紫痕。“架天线、拉电源……每
一项准备工作都非常烦琐，可这些困难
在传递爱心的信念面前都显得微不足
道。”马贤勇回忆道。当他再次回忆这段
往事时，那些曾经的困难早已化作最美
好的回忆。

“20 年，真的好快啊！”主持人管晏
始终记得那个沸腾的夏天。在她那泛黄
的日记本中，每年6月7日都有用红笔精
心勾勒出的爱心符号，每每翻看，仍会让
她眼眶湿润。2016 年，管晏在参与“爱
心送考”的过程中采访了昭通市公安局
昭阳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陈家伟。陈家
伟讲述，在那天距开考只剩下 35 分钟
时，一位母亲满脸泪水地向他求助：孩子
的准考证忘在了家里。在那个母亲焦急
万分的时刻，陈家伟驾驶警车一路疾驰，
仅用了 11 分钟就完成了这场与时间的
赛跑，从孩子家人手中取来了准考证。
当考生接过准考证冲进考场的那一刻，
所有的紧张与不安都化作了感动。这一
幕，不仅深深地刻印在了陈家伟心中，也
深深地烙印在了管晏的记忆深处。“陈家
伟的一句话至今让我难忘，他说，见证了
一批又一批高考学子的成长，始终不变
的是考场外那声温暖的、充满信任的‘谢
谢警察叔叔’。”管晏说。

在这场爱心接力中，主持人小熊从
2008年参与至今，已坚守了18年。每年
高考期间，他都要承担起直播路况的重
任，从早上7时到晚上7时，整整12个小
时，他都要紧紧盯着屏幕，时刻传递着道
路的情况。考试前后是他最忙碌的时
候，需要提前与交通管理部门和爱心司
机等反复沟通协调，每一个细节都容不

得半点疏忽。“高考这段时间，我的脑子
时刻紧绷，就怕出一点儿差错。”小熊感
慨道。

对于小熊来说，每年最紧张的时刻，
莫过于处理考生忘带准考证的突发事
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小熊回忆起那
些时刻仍心有余悸，“我们不能慌，要第
一时间联系交警和爱心司机，大家迅速
联动，争分夺秒。”在众人的努力下，每一
次都能将准考证及时送到考生手中，让
他们准时踏入考场。这背后，是无数次
的演练和各方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

“后浪”“看我的”“无畏”“时间的礼
物”等年度主题词，如同盛开的鲜花，为

“爱心送考”注入新的内涵。12 小时的
直播坚守、微电影《让爱出发》里的每一
帧画面、主题歌曲里的每一个旋律、心形
胸标的温暖，共同构成了昭通“爱心送
考”的精神图谱。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从最初的构想到付诸实践，“爱心送
考”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与希望，在昭通
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庞大的“爱心送考”网中，昭通
正道中学以教育者的坚守，让“爱心送
考”超越了简单的志愿服务范畴。从
2016 年加入“爱心送考”队伍以来，正
道中学逐渐构建起“资源枢纽—服务
创新—文化培育”三维赋能模式，将传
统送考服务升华为兼具效率与温度的
社会创新实践。多年来，云南交投昭
通管理处昭阳分处党支部通过组建党
员“爱心送考”车队，以实际行动为考
生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20 年
间，中国石油昭通分公司、昭通交投驾
校、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昭阳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等单位纷纷加入，或
提供车辆，或组织志愿者，共同为这场
爱心接力贡献力量。社会各界力量的
汇聚，让“爱心送考”逐渐从星星之火
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岁月流转，“爱心送考”队伍如雪球
般越滚越大，从最初的几十辆车到全城
联动，“爱心送考”逐渐从个体的善行汇
聚成整个社会参与的暖流。越来越多的
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人自发加入其中，
他们或捐赠物资，或提供志愿服务，共同
为这场爱心接力添砖加瓦。如今，每年
高考前夕，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爱心企业
主动送来赞助，司机们早早报名待命。
这种转变，标志着“爱心送考”已从“要我
参与”变成“我要参与”。

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大型节目部负
责人陈勋红见证了这一历程的发展。
他说：“以前，我们要去找企业赞助，感
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这些年，随着活
动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新朋友、老朋友
都在帮忙宣传，每年一到高考这个节
点，爱心企业、爱心司机都会主动和我
们联系。20 年间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从以媒体动员为主，变成了以媒体
服务为主，我们主办单位的工作角色发
生了变化。比如，我们会更多地在如何
精准对接考生，如何减轻不必要的交通
出行压力，如何确保考点周围环境秩
序，以及如何发挥爱心司机之间的联合
作战能力、协调配合能力方面提供更多
服务。”

2024年，昭通市融媒体中心接过主
办“爱心送考”的接力棒，这一转变如同
蝴蝶振翅，带来了传播格局的质变。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移动端成为
主战场，短视频、直播等新形式让“爱心
送考”的故事插上了翅膀。媒体的角色
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从台前的动员者转
为幕后的服务者。他们如同精密的钟表
匠，精心打磨着每个细节：建立考生需求
数据库，让爱心车辆与考生精准匹配；与
交管部门联动，为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
道；组织司机培训，提高送考服务质量。
当媒体人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流程、提
升服务上时，“爱心送考”的齿轮运转得
更加顺畅。

滚烫车轮下的爱心接力

用生命影响生命，在“爱心送考”的
大军中，有太多平凡而闪耀的身影。

216名考生，13 年坚守，这些数字的
背后，是出租车司机陈思贵不为人知的付
出。这位三级残疾的司机用行动证明：爱
的传递不一定要有健全的双腿，只需要一
颗温暖的心。幼年时，陈思贵得到了社会
爱心人士的无私关爱，这种关爱在他心中
化作了绵延不绝的暖流。2017年那场与
时间的赛跑，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
象。那年高考首日，一名考生因闹钟失
灵，眼看就要错过考试。陈思贵接到求助
后，凭借对道路的熟悉，最终在开考前1分
钟将考生送达考点。“我小时候得到过很
多人的帮助，现在能把这份关爱传递下
去，我觉得很幸福。”他朴实的话语道出了
无数送考人的心声。

2025 年 6 月 7 日清晨，郭天果把车
擦洗得锃亮，后车窗上“爱心送考”的标
志在晨光中格外醒目。20年间，这个习
惯他从未改变——除了 2023 年心脏手
术后他本人短暂缺席。“但我的车不能不
来！”郭天果给单位领导打电话时声音哽
咽……在他的坚持下，同事接力完成了
送考任务，当同事发来已将考生安全送
达的信息时，这位中年汉子像孩子一样
笑出了眼泪。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执着送
考时，他眼神坚定地说：“只要我还能开
车，就会一直送下去。”

武小清小心翼翼地将“爱心送考”的
车贴贴在后车窗上。阳光透过薄雾洒在
车贴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晕。12 年前，
她还是一名坐在送考车里的考生。如
今，她已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她感慨
道：“在高考这个关键时刻，为考生和家
长搭把手，既是致敬青春，也是履行社会
责任。”2013年，家住城郊的武小清作为
高考生，乘坐“爱心送考”车赴考，驾驶员
的关怀让她至今难忘。今年，她首次参
加“爱心送考”，特意准备了轻音乐、矿泉
水，仔细擦洗车辆、精心规划路线，用温
暖陪伴考生。“我相信孩子们长大后也会
传递爱心。”武小清笑着说。这正是“投
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美好传承。

孔师傅手术后仍惦记着送考，马大
姐在丈夫住院时依然坚持送考；那些在
送考路上收到的苹果与鞠躬，那些考生
从受助者到志愿者的身份转变……如同
珍珠般串联起“爱心送考”的温情链条。

数据显示，这样的爱心司机，迄今昭
通已有2万余名……

公益如何生长为城市符号

20年时光，让“爱心送考”从一个单
纯的公益活动升华为昭通的城市文化符
号。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政府、企
业、市民紧紧相连，让“我是昭通人，关键
时候看我的”成为共同的心声。市民对
公共服务的期待，在这场接力中悄然改
变：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
的参与者与创造者。

然而，前行的道路并非坦途。如何
让老品牌焕发新活力，如何在传播碎片
化的时代中凝聚合力，成为亟待破解的
难题。正如陈勋红所言：“我们要让交通
更畅通，让城市更智慧，让服务更有温
度。”未来，随着“数据驱动”取代“经验驱
动”，以及“AI+民生”创新应用的探索，

“爱心送考”必将迈向更广阔的天地，让
考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站在 20年的节点回望，“爱心送考”
早已超越了送考本身。20年，爱心志愿
者队伍壮大至 2 万余人，累计服务考生
超 100万人次……这 100万人次的为爱
奔赴，不仅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无数颗
热忱之心的共鸣。在这段充满爱的旅途
中，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善意都是
新时代“昭通印象”的生动样本。

在乌蒙山的褶皱里，在金沙江的涛
声中，一辆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
辆穿梭在大街小巷，这场没有终点的接
力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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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路繁花相送

在昭通，有一种温暖叫作“爱心送考”。它不是一
股短暂的热潮，而是一场持续20年的全民接力，在城
市的每个角落静静流淌，成为嵌入城市血脉的精神符
号。作为一名记者，当我探寻这场温暖盛事背后的故
事时，才真正明白，这份坚持何以成为昭通人共同的
骄傲。

我采访的马贤勇，是这场“爱心送考”最早的见证
者之一。2006年，他扛着100多斤的直播设备下楼，不
断架设、调试，只为能让考生在赶考路上多一份安
心。20 年过去，他笑着回忆那段“笨拙却热血”的日
子时感慨道：“那时候的设备比现在落后多了，但信念
却从来不曾打折。”平凡的媒体人，用声音、镜头和文
字，构建起了“爱心送考”的信息网络。他们不仅是记
录者，更是参与者，年复一年地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善
意的种子。

在采访中，我遇到过许多普通人，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什么是“爱的传递”。当看到一辆辆张贴着

“爱心送考”标志的私家车缓缓驶过时，驾驶位上的司
机始终面带微笑，他们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辆，确保
考生能以最佳状态奔赴考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所谓“城市精神”，或许就是许多普通人坚持做一件温
暖的小事，让善意在时间里生根发芽。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当考生鞠躬致谢
时，当受助者变成志愿者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交通
服务的升级，更是城市文明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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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张贴““爱心车贴爱心车贴””。。 记者记者 莫莫 娟娟 摄摄

交警正在维持交通秩序交警正在维持交通秩序。。 记者记者 张广玉张广玉 摄摄

爱心司机整装待发爱心司机整装待发。。 记者记者 莫莫 娟娟 摄摄

媒体工作人员现场制作短视频媒体工作人员现场制作短视频。。 记者记者 高高 玉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