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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十六载，他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帮助失
学儿童，照顾孤寡老人，街边理发，路边修车……
他经常说：“雷锋走了，可雷锋精神不能走。”转

业到地方工作后，他矢志不渝做雷锋的传人，竭尽全力帮
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自己学雷锋到带着妻子、儿子学
雷锋，再到创建盘锦“雷锋家庭联盟”，带动千余家庭一起
学雷锋，“中国好人”陈振高举爱的火炬，点燃了一群人心
中善的火种，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温馨和谐。

2005年，脱下军装的陈振转
业到盘锦市信访局工作。因为
心中有爱，他每天用最真诚的心
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为了做好信访工作，他自学
了心理学课程，取得了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工
作中遇到思想偏执、情绪激动的
来访者，陈振就进行心理疏导，
让他们找到被理解、被接受的感
觉，并运用心理学的尊重、真诚、
平等、共情等方法，解除信访人
的防御心理，建立互相信任的关
系，从而深度发掘出信访人，尤
其是老信访户诉求及其背后的

“隐性”问题，从而处理好群众信
访问题，让群众满意。

为了充实自己，提高工作能
力和水平，陈振完成了法律本科
课程的学习。他认真对待每一
起信访案件，分析前因后果，推
敲事件过程，不放过一个细节。
陈振所负责的信访工作，无一差
错，结案率、息访率均在 98%以
上。2011 年，他参加辽宁省信
访系统创先争优岗位大练兵竞
赛并获得第一名，被省评定为
优秀督查员。

陈振常说：“雷锋的‘钉子
精神’对我影响深远。在部队
时，我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由于部队精简调整，在部队的
16 年，陈振当过炮长、军校学
员、警务参谋、干部股长等。每
次工作变动，他都扎扎实实钻
进工作中，一丝不苟地学习、钻
研。在部队期间，他荣立二等
功1次、三等功4次。

李红岩也同陈振一样，立足
本职，恪尽职守，努力以钉子的

“挤”劲和“钻”劲创造佳绩。中
专毕业的李红岩学的是铁路信
号专业，参加工作后，她先后完
成了大专和本科学业，从一名技
术工人走上技术管理岗位。

2013年，李红岩被优选到盘
营高铁电务车间。随着铁路跨
越式发展，信号设备从非集中控
制到电气化集中控制，从人工控
制到信息智能快速发展。面对
快速更迭的电务新设备和新技
术，李红岩找来大量专业书籍，
有空就抱着书本“啃”，不断丰富
自身的理论知识。同时，她还坚
持将所学知识与岗位实践紧密
结合起来，很快成为一名技术骨
干。由于表现突出，今年 3 月，
李红岩从众多竞聘者中脱颖而
出，成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长春职工培训基地教师，
从事铁路信号教学。

陈振说：“雷锋精神是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积淀。雷
锋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去的精神；那种干一
行爱一行，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的
敬业精神；那种对同志、对群众
像春天般温暖，舍己为人、助人
为乐的精神，是在构建和谐社会
中必须大力发扬和倡导的。”

熟悉陈振的人都说他有一
颗金子般的心，天生一副热心
肠。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当一辈
子好人，做一辈子好事”。

10 月 11 日，记者如约来到
陈振家中采访，看到陈振在一个
记事本上记录着帮扶对象的信
息：李清和大爷什么时候该理
发、王丽娜家什么时候该去送大
米，等等。

陈 振 1989 年 参 军 入 伍 ，
200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军营

十六载，兵种换了几次，驻地换
了几处，但陈振学雷锋的情结
始终没有改变；转业到地方后，
在服务群众的信访工作岗位
上，他仍一如既往地默默当好
人、做好事。

三十年如一日，陈振扎扎实
实践行雷锋精神，不仅自己成为
学雷锋的典范，而且还带着家
人、带领团队一起投身公益事
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好人陈振带动千余家庭续写“雷锋故事”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文并摄

1989年3月，陈振从黑龙江省参
军入伍，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服役。在部队，他受到了雷锋精神
的教育，懂得了雷锋精神的真谛，一
颗雷锋精神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
芽。陈振说：“我记住了雷锋说过的那
句话，决心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陈振一边苦练军事本领，一边自
学了理发、修理自行车、磨刀剪、做豆
腐以及瓦工、木工等技术。他还创建
了学雷锋小组，每到节假日，都会和
战友一起，利用所学技术，为驻地群
众服务，陈振因此在驻地成为一名小
有名气的学雷锋标兵。

成为先进的陈振，被当地一所学
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他不仅传播雷
锋精神，还在学校成立了少年军校，
为学生安排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知
识等课程。每周一次授课，陈振风雨
不误，不仅使学生们掌握了许多新知
识，也密切了军民关系。学生们不仅
喜欢陈振的课，慢慢地也喜欢上了这
个“知心哥哥”，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和
他说，陈振则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小学四年级学生包大国因父亲
病重，家里缺少劳动力，无奈只得辍
学回家务农。陈振知道后，就到包大
国家里去，帮助铡草、耕地、喂牛喂
羊。忙不过来的时候，战友们也来帮
忙。失学一个月后，包大国重返课
堂，后来他考上兴安盟师范学校，毕
业后在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在陈
振及战友的帮助下，还有7名困难家
庭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1994 年，陈振所在部队的驻地

换到大连庄河。作为连团支部书记，
他一边组织连队的学雷锋小组为驻
地群众服务，一边和3户孤寡老人结
成“亲戚”。81岁的郭廷福老人无儿
无女，和老伴儿相依为命。每个周末
的下午，陈振都会去老人家帮忙做家
务，同时送粮油、送药品。老人病了，
陈振整夜伺候在炕前。郭廷福逢人
就说：“有陈振这个孩子精心地照顾，
我这日子过不够！”

陈振所在部队多次更换驻地，但
无论在哪儿，学雷锋做好事是陈振不
变的追求。他的事迹先后被《兴安盟日
报》《前进报》《解放军报》报道，并被编
入《索伦河谷的风采》一书中。他还被
部队树立为学雷锋典型人物，两次荣获
沈阳军区颁发的学雷锋铜质奖章。

2005 年，陈振从部队转业到盘
锦市信访局工作后，仍然将学雷锋的
传统保持下来。和陈振同住一个
小 区 的 李 清 和 一 家 生 活 非 常 困
难。李清和身体残疾，老伴儿患有
重症疾病，80 多岁的老父亲生活不
能自理，一家人仅靠李清和做点裁
缝活儿维持生计。

“这个家如果没有社会资助，生
活举步维艰，我得帮一把。”陈振经
常看望他们，送钱、送米、送面，时间
长了，小区的人们议论说：“老李家多
亏了有这么一门好亲戚，让人羡慕。”
开始的时候，李清和还和大家解释，
说陈振跟他家非亲非故，因为在他心
里也不敢肯定陈振这样的帮助能坚
持多久。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时光没
有冲淡他们的感情，反而让他们的联
系更加密切。

在部队懂得了雷锋精神的真谛

1992 年 8 月，陈振被部队保送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炮兵学院
（1999年长沙炮兵学院撤销,并入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学雷锋做
好事为陈振保送上军校加了分，也
让他收获了美好爱情。

陈振永远忘不了1992年8月25
日那一天。当天，他先从部队驻地
赶到吉林省白城市，然后乘坐火车
到北京中转去长沙上学。那天天气
炎热，车内更是高温难耐。火车从
白城站开出不久，陈振看到一个年
逾花甲的老大娘提着包裹站在过道
上。看到老大娘疲惫的样子，陈振
立刻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老人，自己
则在拥挤的车厢内一直站着。

这一幕，被同车厢的一个姑娘
看在眼里。陈振在北京火车站办理
中转的时候，恰巧又和这个姑娘不
期而遇，二人攀谈起来。这个姑娘
叫李红岩，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人，正在武汉铁路运输学校上学。

李红岩和在自己家乡当兵的陈振聊
得很投缘，她心里想：“入伍三年多，
他就立功、入党，并被保送上军校，
一定是个好青年。”

在北京火车站分别后，陈振和
李红岩一个去往长沙，一个去往武
汉，但相互间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
式。此后，两人鸿雁传书不断，李红
岩倾诉了对陈振的敬慕之情，陈振
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世间最
美好的爱情，在两个年轻人的心灵
里升腾。1996年，他牵着她的手走
上红毯，结为终身伴侣。

婚后，在陈振的学雷锋行动
中，李红岩能参与的都积极参与，
需要花钱的时候，也二话不说，用
多少都没有意见。李红岩说：“我
嫁给他就是图他人好，一个能为别
人付出爱心的人怎么会对我、对家
不好呢？虽然我们物质上不富有，
但是我们生活得很知足，他让我时
刻感受到温暖。”

每到休息日，热心公益的陈振
就忙得不可开交。福利院、贫困户
家中、特殊教育学校……都能留下
他的身影，而家务活儿大多落在了
李红岩身上。有人问她：“你不抱怨
吗？”李红岩回答：“学雷锋成就了我
俩的姻缘，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本身就是一种心灵洗礼，我能间接
为公益出力，也是一种幸福。”

2002年，有了儿子陈湘楚之后，
陈振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将雷锋精神
传承到下一代。从陈湘楚懂事起，
陈振就常给他讲雷锋的故事，6岁之
后开始带着他一起学雷锋做好事。
2009年，陈湘楚成为盘锦市最小的
实名注册志愿者，每年参与志愿服
务的时间在100个小时以上。他曾
3次参与为地震灾区募捐善款活动，
并将自己的零用钱全部捐出；他还
将自己的各类玩具、书籍、衣服送给
农民工子女。2017年，陈湘楚被评
为全国“最美中学生”。

学雷锋做好事让他收获了美好爱情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
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是陈振最喜欢
的一首歌，也是他最大的心愿。可一
个人、一个家庭的力量毕竟是有限
的，陈振经常思考如何带动更多的人
与时俱进学雷锋，为社会作贡献。

2009年2月28日，陈振创建了
盘锦“雷锋家庭联盟”。当天，在盘
锦辽河商业城门前，陈振一家与另
外 5 个家庭聚在一起，为群众修理
电器、理发。不拘一格的宣传和实
实在在的服务，让现场群众对“雷
锋家庭联盟”印象深刻，特别是他
们带着孩子开展家庭学雷锋活动
的做法，得到很多市民认可，现场
就有 20 多人代表家庭报名加入

“雷锋家庭联盟”。
此后，陈振经常组织“雷锋家

庭联盟”成员到抚顺市雷锋纪念
馆参观学习，并带领他们深入街
道、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拾捡
白色垃圾，开展环保宣传，参与绿
化和护绿活动。

在活动方式上，每一项活动都
是家长和孩子一同参与，让家长给
孩子正确引导的同时，见证孩子的
成长历程。2012 年 5 月，“雷锋家
庭联盟”的 300 多个家庭参与了湿
地公园认养树木活动，上到 70 多
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子，每个
家庭都认真地为自己认养的树木
系上标识牌，清理树周围的杂草，

为树苗浇水。联盟成员翁衷敏感
慨地说：“认养树木让孩子与小树
共同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增强了
孩子们的生态意识。”

如今，经过10年的发展，“雷锋
家庭联盟”已发展成为1000多个家
庭3000余人参与的志愿者团队，被
授予盘锦市学雷锋先进集体。

2015年3月，陈振带着联盟成员
看望了雷锋的生前战友乔安山，聆听
了乔安山关于雷锋事迹的精彩讲
述。这次活动，让他们又一次走进雷
锋的世界，增强了弘扬雷锋精神的坚
定信心。2015年10月，陈振入选“中
国好人榜”，2016年成为中国文明网

“好人365”专栏封面人物。

影响带动更多人与时俱进学雷锋

十几年来，陈振一家三口经常帮助生活困难的李清和一家人。图中陈振正在为李清和理发。

陈振到学校宣传雷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