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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你的第一条朋友圈吗？或是一张夜景衬情、一场活动纪念，抑或是一张简单自拍，随后便开始习
惯“有点小事，发个朋友圈”。对于爱发朋友圈的人来说，朋友圈就像是赛博日记本，生活中的精彩一瞬在这
十年的记录下也能成为一本简易的变迁史。连日来，融媒记者走近公益行者徐俊涛、电台主播悦馨及小学

教师丁萍的朋友圈，看看他们是怎么用心观察生活、用情陪伴人们及用朋友圈记录这十年发展的。

寒来暑往，一晃十年。今年正好是微信朋友圈功能上线的第十年。这十年里，我们用朋友圈记录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点

滴，分享在这里亲历的感想和变迁。即日起，本报推出“朋友圈的这十年”专栏，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将从各类形形色色的典型

人物着手，以在朋友圈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述个人成长的精彩十年，见证这十年的风雨兼程。

开栏语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朋友圈的这十年①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收音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年朋友，

大家早上好，您此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来自永康电台的《快乐老家》，我是悦

馨。”从 2003 年起，每天 6 时，悦馨都会

准时在收音机前与她的听众朋友们相

约（见右图）。

“到现在也快有 20 年了，当年的我

还是很瘦的。”悦馨调侃着翻开了她的

朋友圈。2012 年 6 月 25 日，她在朋友

圈发布了第一条动态，是三张自拍，回

想起那天，她笑着说这些自拍都是闲暇

之余的玩乐。

美食、旅游、生活、工作⋯⋯悦馨翻

着几乎见不到底的朋友圈，里面不仅记

录了她的成长，还见证了这座生活了十

年的城市的变迁，以及那群她陪伴了十

年的听众朋友。

十年前，悦馨喜欢用手机拍摄生活

中好玩有趣的瞬间，收藏在手机里；当

朋友圈兴起，她的照片又多了一个适合

分享和存放的地方。十年后，她翻阅着

一条条朋友圈，看着自己的青春从指缝

间滑过，不禁感慨这十年发生的变化：

2013 年市融媒体中心的后门不远处是

一片空旷的菜畦洼地，2015 年再拍摄

时，这里已是一幢幢高楼。

“十年的变化很大，但我和我的听众

朋友在精神和生活上的友谊是不变的。”

悦馨翻看着朋友圈，找到了很多和听众

朋友们的合影。虽然她已记不清做了多

少场活动，邀请了多少听众朋友来节目

中做客，结交过多少听众朋友，但她的朋

友圈帮忙记录了听众朋友与节目一起成

长的瞬间。听众朋友们还时常在悦馨分

享的朋友圈下评论留言，在他们的参与

下，悦馨的朋友圈总是一片其乐融融。

“我希望能全心全意、一如既往地

为听众朋友服务，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

个十年。”悦馨说。

电台主播悦馨：陪伴一群听众朋友 记录一座城市发展

在阳光爱心义工协会办公室，徐俊

涛正如往常一样从上百张活动照片中

挑选自己满意的合照，配上文字，准备

发布到朋友圈（见右图）。十年如一日，

他习惯了用朋友圈来定格美好瞬间。

徐俊涛回忆，十年前，他还只是阳

光爱心义工协会的一名普通志愿者，第

一次组织了一场户外活动，与20多个需

要帮扶的孩子一起，在西溪镇的一个农

庄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那个时候，他刚

开始玩微信，尝试着将自己拍的活动照

发布到朋友圈。

朋友圈的诞生正好为徐俊涛记录

下公益路上每次组织策划的活动。随

着时代发展，从照片到视频，再到公众

号推送，徐俊涛的朋友圈越来越丰富。

“从 2009 年开始发起，到 2014 年在市

民政局注册成立阳光爱心义工协会；从

最初帮扶一个孩子到今年的 683 个；12

人从志愿者变身专业的工作人员，在为

孩子量身定制的梦想改造家、夏令营、

生日成长礼等众多活动中，我们都用朋

友圈记录。”徐俊涛翻阅着这些年发的

朋友圈，如数家珍。

不同于微博等公域流量平台的“弱

连接”媒体属性，朋友圈封闭的人际关

系则是一种“强连接”，使得发布在朋友

圈里的信息可信度更高，号召力也更加

明显。“朋友圈作为一个传播正能量的

窗口，我们得到了许多企业家和爱心人

士的支持，是大家共同的付出与努力，

让我们帮扶的这些孩子成长得更加阳

光，更加自信了。”谈起朋友圈的传播效

果，徐俊涛直言。

十几年的公益之行，徐俊涛时刻保

持有十分的光就发十分的热，以微薄之

力，照亮更多困境儿童的前行之路，“我

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希望更多人陪

伴这些孩子，让所有的孩子可以得到关

爱和呵护。”他说。

公益行者徐俊涛：用心用情陪伴 让爱温暖困境儿童

融媒记者 徐婷婷 程卓一 曹润鑫

在后吴小学的一间教室内，丁萍正

在配合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科学

教师，以“互联网+”的形式进行教学（见

右图）。十年间，丁萍是城乡教育均衡

化、集团化的亲历者。

翻开朋友圈，回到 2012 年，那时的

丁萍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师范学院学

生。“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一张温州

大学城的夜景。黑夜里的几盏路灯，代

表了我那时的心境，对未来既迷茫又充

满期待。”她说。

毕 业 后 ，丁 萍 回 到 永 康 ，来 到 后

吴小学。“我刚到学校时，教室破旧、

学生没有校服，我要身皆数职。现在

学校开展集团化办学，逐步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学生也有了统一的校服，

我 的 朋 友 圈 记 录 了 我 们 学 校 的 发

展。”丁萍笑着说，朋友圈不仅见证了

她 的 成 长 ，也 见 证 了 后 吴 小 学 的 发

展。闲暇时，她经常翻看朋友圈，感

受农村教育的每一次进步，比如该校

组建了艺术团，为学生们开设特色劳

动课，该校的教育教学受到越来越多

家长的认可。

“我的孩子已经三年级了，在老师

的培养下，现在的她全面发展。我觉得

给孩子找到了一所好学校，我们很放

心。”学生家长黄珍芳说。

“我要跟朋友圈说声谢谢，它让我

始终相信教育是一场向美而行的遇

见。在这条路上，我的外婆引我入行，

她是一名教师，我也遇到了很多良师益

友，我们一起备课、教研、交流、探讨，让

我们的科学课变得生动有趣，也让学生

爱上了科学，而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的教

育初心。”丁萍说。

小学教师丁萍：城乡教育均衡化、集团化的亲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