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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危机公关是监狱不能
预料，或能预料却不知何时发生
的突发事件。监狱危机一旦出
现，化解监狱危机事件不断升级
的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地与媒体
进行沟通，借助媒体平台澄清和
解释事件真相，赢得社会公众信
任。因此，监狱危机公关中如何
与媒体沟通成为能否重建社会
公众信任的重要关键，也是监狱
危机公关的成败所在。

监狱危机公关中如何与媒

体沟通？一、监狱要及时发布危
机中有效信息，化解社会公众对
监狱的敌对感。监狱危机公关，
其实就是一场攻心战。监狱危
机爆发以后，负面信息率先在较
大范围媒介中迅速进行传播，并
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一种思维定
势，出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的态度。因此，监狱在面临
危机公关时，需要第一时间查证
负面信息的内容，有针对性地组
织信息发布，通过媒体渠道迅速

向社会公众传播，特别是网络媒
体和有监狱危机负面信息的源
头媒体，一定要重点传播。二、
监狱在危机公关中一定要抢占
制高点，建立话语权威性。监狱
危机爆发时，监狱一定要在第一
时间争取得到权威媒体的支持，
赢得社会公众信任感。监狱危
机公关中，媒体是“把关人”的角
色，掌握着信息的输出，这些极
具公信力的权威媒体，输出的信
息直接影响或改变社会公众的

观点，对大多数社会公众而言，
这些媒体提供的“真相”就是监
狱危机中事情本身的“真相”。
因此，监狱危机公关时，务必清
楚国内媒体的格局和对公众的
影响力。在沟通媒体对象上要
全面化，既要考虑到纯官方媒
体，也要考虑到社会化的媒体，
因为不同媒体在社会公众中的
公信力是不同的。三、监狱危机
公关中信息覆盖要全面化。监
狱危机公关信息沟通过程中，在

正负面信息的攻心战中，无论是
时间上还是容纳信息媒介上，减
少社会公众接触监狱危机负面
信息的机会和时间十分重要。
因此，监狱危机公关中要通过多
方媒体发布监狱正面信息以强
化社会公众对监狱的利好情绪。
同时，加大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
对监狱正面信息的输出密度，达
到监狱正面信息覆盖全面化的
目的。

孙迎涛 杨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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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情愫
□ 李忠厚

听吉他曲《故乡的云》，似觉
得有一只纤手在拨动你的心弦。
读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更像是
诗人在用笔尖戳击你心灵中最
柔软的地方。

小时候，看空中飞机飞过，
我追问父亲哪里有飞机，父亲答
道：周村。大学毕业我来到了有

飞机升起的地方。
闲暇之余，每当想起故乡，

我便哼唱起《雁南飞》，“雁南飞，
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
时照我还”曾勾起了我对家乡的
思念；“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故乡一轮皎洁的明月时常
萦绕在我的心间。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故乡
一盏灯”道出了游子对故乡深深的
眷恋之情。

故乡是什么？借用白岩松
的一句话———“故乡是年少时天
天想离开，年纪大了天天想回去
的地方。”

我说：故乡也是只能自己说
她不好，却容不得他人贬损的

名字。
故乡有你的双亲、兄弟姊

妹；故乡有你的发小、童年伙伴；
故乡的泥土里有你余温犹存的
浅浅的小脚印。

我每次回到故乡，都要在村
庄内逛逛，吹吹故乡的风，赏赏
故乡的景，见见故乡的人，听听
故乡的事，感受一下故乡的

变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音，

是故乡特有的文化印记。在他
乡异国，凭借乡音你便能找寻到
自己的乡亲，“他乡遇故知”也就
成了人生的一大幸事。

“他乡山也绿，他乡水也清，
难锁我童年一寸心……”一曲
《故乡情》又在耳畔唱起。

心中的黄河,安澜无疆
□ 张修东

我那缘起莱芜的岁月长河，
意念之中就是村东头那条从不
断流的小河，不知道也不觉得就
是黄河。直到她在我心灵深处
流淌半个世纪了，我才不无遗憾
地意识到：自己心目中的长河，
就是黄河！

细想起来，五年前的那次淄
博《东方散文》杂志高青采风之
行，我很幸运。

与你——— 我那生命中宝贵、
心目中伟大的母亲河——— 黄河，
擦肩而过，仓促一见，便升华了
我的魂牵梦萦，让今后日月的思
绪有了回归，从此，脑海里时不
时重回现场，难以忘怀。

得益于这次采风，这些年
来，黄河的影像，一直在我生命
深处沉淀，形成了对母亲河永远
的祝福：安澜无疆。

俗语说，黄河九十九道弯，
我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正是安澜
湾。那天，我和文友站在这道黄
河拐弯处，认真听取专家讲解，
我的心中随之激起接续不停的
浪花。

在我的印象里，大约三十几

年前，我所在的公司需要走访一
位老家在黄河岸边的老支书，他
这次回家探亲，在家待的时间有
点长。我们驱车赶到他家时，看
到他家的境况，不禁感到辛酸。
他说，他们几乎年年搬家，就是
搬到高处，也免不了被淹。

帮不了什么忙，只好留下慰
问品和每个人身上的钱，匆匆回
到矿上。打那，我的心底就打上
了深深的烙印：黄河，仍是一条
不安分的河。

高青本地的文友见我在河
边发呆，对我说，现在，黄河得到

有效治理，两岸人民享福了。这
时，我也想起了十几年没见面的
那位老书记，默默地问黄河：老
书记，你可安好！黄河以她的柔
润响声做出铿锵的回答。

抬眼远处，望不到边的河流
舒缓行进，像一位已经习惯生活
节奏、把握了规律的母亲。她，
失却了高原的不息奔腾，没有了
壶口瀑布的雄浑，收敛了绵延千
里的低调，有的是满满的源远流
长的温和。低头近看，几近无波
的河水在这儿放缓流速，喘一口
气，接着喊一声号子，又启程出

发，奔涌向前，去完成她不竭的
历史使命。

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治理黄
河的记载，尤其是清朝河工主管
人员在秋汛后，奏报黄河未决口
的“前筑土坝，保固堤根，频岁安
澜，已著成效”，将其称之为“安
澜”。安澜，成了一个个梦想的
延伸和积攒。

站在镌刻着“安澜”字样的
铜牛前，我想到了许多：千百年
来，黄河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
地，见证历史步履，书写历史篇
章，传承亘古不变的薪火，接续
民族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尽管她的历史上记载着耻
辱，留存有疤痕，残存着硝烟，但
她的浩浩汤汤，她的静水流深，
她的愈挫愈勇，一直鼓励我们鼓
足勇气、积蓄底气再出发，就像
面前的黄河，在拐了九道湾后仍
踔厉奋发的样子，历经艰辛屡经
整治后，彰显出她的安澜无疆。

“安澜”铜牛看似在歇息，实
则时刻关注着河水动态。你看，
它双目炯炯有神，双耳扬起聆
听，既是坐镇也是震慑，注定了
中华民族的安澜无疆呢。广阔

无边的黄河故道，无边无垠的湿
地公园，沿着大道观瞻，小菊花
铺满沟畔，举手投足间摇曳欢呼
的棵棵垂柳井然肃立，柳穿鱼草
鲜艳夺目，围裹着藕莲竞相开放
的片片池塘，采油的“磕头虫”有
序运作，写就了时代的一派繁荣
景致。

沿着干净的水泥路面前行，
我喜欢看冲积的河滩，为它们留
下倩影。河水日夜不息流啊流，
泥沙日夜穿梭跟进，于是我看到
了一块一块的形状各异的冲积
滩，有的像一轮月儿落入水中，
有的像一块田地被人种植在河
里，有的像大自然的写真印在水
中……一幅幅画，构成了大自然
的美景，这大概是我久藏心底不
可磨灭的黄河影像吧。

有资料曰：“天下安澜，比屋
可封。”安，稳固；澜，水波。安澜，
本意为水波平静，喻伸为时世太
平、祥和之兆。我敢肯定，那次邂
逅之后，黄河儿女一定写出了更
好更美的文字，绘出了更靓更美
的图画。我想，这不正是我们中
华儿女绵绵不断的、正在实现的
伟大复兴梦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