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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这个孩子想要一个书桌，我认
领。”“这儿有个孩子需要新书包，我认
领。”……每年六一儿童节，在铁岭县
委、县政府的一楼大厅，“圆孩子们一个
梦想”主题爱心捐赠活动都会如期举
行。活动现场，征集到的留守儿童、农
民工子女、城市贫困儿童的百余“微心
愿”，往往不到两个小时就会被“抢”光。

这仅仅是铁岭县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常态化的一个缩影。两年来，
铁岭县把志愿服务作为“全民学雷锋、
共建文明县”的落脚点，把青年志愿服
务落到实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早
已成为全县一个崇高的精神符号。

铁岭县以县直机关干部为主体
的专业服务队伍，围绕精准扶贫、农
业技术咨询、法律援助、医疗卫生、
家庭教育等项目，解决群众所需，切
实把志愿服务送到百姓身边。以群
众党员、村民代表为主体的乡村学
雷锋志愿服务队，活跃在百姓中间，
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卫生环境清理、
调节邻里纠纷等志愿服务活动。

凡河镇幸福里社区每天免费为

老人提供早餐、定期进行体检，成为
全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莲花湖街
道幸福湾社区针对小学生放学早、

无人接的实际情况，精心设计了“幸
福四点课堂”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义
务给孩子们提供学后托管服务……

同时，铁岭县将学雷锋志愿服
务融入县域经济社会新格局，植根
于党员干部日常工作，以“雷锋式服
务 ”为 引领，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项目管家”制度，为企业提供最
优服务，推进“以商招商”工作，仅中
德线缆一家就引来了7个大项目。

此外，去年，铁岭县整合资源，打
造三级文明实践阵地，建成县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16 个文明实践所、
229个文明实践站。将学雷锋志愿服
务融入各级文明实践活动，搭建新时
代文明中心在线、线下志愿服务平
台，推进“点单、制单、派单、接单、评单”
五单工作法，为群众提供志愿服务。

两年来，铁岭县通过常态化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使千千万万的
志愿者在每个爱心满满的志愿服务
中，传播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引领着崇德向善、行善
立德的文明风尚。目前，铁岭县共建
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460 余支，4 万
余名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1 万
余次，受益群众30多万人次。

志愿服务 让雷锋精神遍地开花

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
心。在这场全民战“疫”中，铁岭县以
各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为阵地，面向
全县组织招募2万多名志愿者加入到战

“疫”一线，助力农村备耕和企业复工
复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铁岭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基地 17 家雷锋超市对
接群众需求，正式启动线上送货服
务，将贫困户所需物资由文明实践中
心志愿者打包派送，其中，仅腰堡镇雷
锋超市一天就打包400份生活物资。

同时，铁岭县启动“红色代办”志

愿者为在家群众跑腿帮忙。双井子镇
马圈子村志愿者肖冰接单，为200多户
村民购买了84消毒液和口罩，并代购
近7000元的米、面、油、蔬菜、水果等物
资；养马堡村志愿者卢玉刚接单8小时
内，帮菜农卖出滞销油菜600斤……

据了解，截至目前，铁岭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基地共号召2万余名志愿
者参与到抗疫一线，累积开展服务4万
余次，充实了疫情防控队伍力量，有效
推进了各项防疫防控措施落地。

由于抗疫一线人员短缺，铁岭县
志愿者与镇村、社区党组织共同发

力，深入各责任区域，协助其开展精
准排查，动态掌握外来人员基本情
况，对辖区以外的返乡人员及时进行
信息登记上报，配合做好发热或咳嗽
等人员健康排查。

早在疫情防控阶段，铁岭县的文
化志愿者吴昊就第一时间录制了抗
疫快板《打赢阻击战》，随后《战疫情》
的京东大鼓视频刷爆了全县村民的
朋友圈。他们用一首首古体诗，感恩
白衣天使，用一句句真挚的语句，致
敬仍在一线的工作者，弘扬正能量，
坚定必胜信心。

志 愿 者 还 积 极 帮 助 复 工 企 业
解决招工难题。县总工会、妇联、
团委志愿者及时将线下招聘工作
服务转向线上服务，通过开展“就
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的春风行动进行线上招聘，为用工
单位选聘优秀人才，为求职者提供
就业岗位。同时，志愿者还线上为
农村提供农技、农资信息，服务农村
备耕生产。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同时，铁岭
县志愿者正在全力助推农村备耕生
产和企业的开复工。

特殊时期 他们冲在战“疫”一线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3月
3日早上，在位于铁岭县腰堡镇的辽
宁永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门口，工
人戴着口罩，逐个测体温登记后，进
入车间开始生产。能够如期开工复
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多
亏了镇里的帮助，“在我们开工前，
镇里派驻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帮助我们准备材料，还送来保证生
产所用的口罩、酒精和体温计。”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
疫情带来的影响，铁岭县按照科学、
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制定分类
复工复产方案，推动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同时，对重点企业指定专人

对接，优先为20多家复工复产企业
发布用工信息，通过本地挖潜满足
企业阶段性用工需求。

在严守疫情防控底线的同时，
铁岭县还畅通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绿
色通道，建立复工复产帮扶机制，县
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人员全力做好
企业人员和通勤车通行保障工作，
为每个开复工企业配备专业防疫人
员，指导企业减少上班员工、确保上
班职工戴口罩、测体温，实行分餐
制，帮助企业解决部分消杀用品和
器具，确保企业和在岗人员生产、生
命安全。政策贴心，服务暖心，目
前，全县456户企业已复工复产。

456户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最
近气温逐渐升高，春耕生产离我们
越来越近。今天的农技大讲堂，我
先讲讲土地保护耕作技术。”近日，
连续5天每天晚上“农技大讲堂”就
会在蔡牛镇石家村百姓微信群里准
时开讲，带领村民一起线上备耕。

春节后，有很多村民通过微信
与农技人员交流，即便足不出户，也
能学农业技术。“按照往年惯例，过
了年就要备耕了，但今年比较特殊，
大家都留在家里，不能出门采购农
资。”于是，石家村“第一书记”邀请

了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连续 5 天
每天晚上在微信群里给大家讲授农
业方面的实用性知识和技术，村民
们坐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就能学到春
耕知识，做好备耕。在讲课过程中，
村民们可以随时提出问题，专家们
会给予指导解答。

“现在种地缺的就是管理技术，
这次专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知识，
我得好好学两手！”通过几天的学
习，近200名村民加入微信群，他们
一边听课，一边下载农技资料，对今
年的春耕备耕特别有信心。

专家线上开讲堂 村民炕头学农技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为
进一步将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
抓出成效，铁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 7 个《疫情防控承诺书》，筑牢
疫情防线，确保市场经营有序恢复。

连日来，铁岭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深入到正在经营中的商
贸企业和个体经营商铺，包括农贸
市场、果蔬超市、农村集市、餐饮服
务行业、机关企事业食堂、第三方网

络平台和理发等 7 个行业，督促相
关人员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明
确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责任人是疫情
防控第一责任人。要求所有恢复经
营单位工作人员必须每天两次进行
体温测量并记录，发现员工有发烧、
咳嗽、腹泻等症状立即上报县疫情
防控指挥部，同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所有恢复经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戴
口罩、勤通风、定时消杀等日常防疫
措施。

密织疫情防控网确保有序经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
每天关注新闻，也非常焦急。我和
老伴儿就主动参加社区的志愿者团
队，每天为社区的居民讲解‘防控
30 条’等内容，帮助社区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为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尽我们退休教师的一份力
量。”铁岭县莲花湖街道天水丰汇社
区居民刘慧媛对记者说。

今年 64 岁的刘慧媛和 70 岁的
老伴儿崔玉成是天水丰汇社区居
民。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老
两口主动请求加入抗击疫情的队伍
中，每天在社区里巡逻，帮助发放、
粘贴宣传单。小区门岗值守人员

少，老两口就和其他居民志愿者轮
流值班站岗，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不
论天气多冷，老两口都从早坚持到
晚，从不缺岗。

刘慧媛退休前是一名教师，
有着 30 多年的教学经历。自从

《全省城乡社区（村）疫情严查严
控措施 30 条》推出以来，她利用自
身的教学经验，义务当起了讲解
员，为大家解读条例内容，让大家
增长了防控知识，增强了自我保
护的防控意识。就这样，夫妻二
人每天都跟大家站在抗击疫情防
控一线，为社区、为自己的家园一
直在坚守。

退休教师义务当起防控讲解员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3
月3日记者获悉，铁岭县820个基层
党组织、2 万余名党员干部积极行
动起来，为打赢抗疫阻击战提供坚
强保障。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
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从入户排查到
24小时驻点疫情防控，从在职党员
沉到防控一线到帮助企业恢复生

产，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
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
先锋作表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铁岭县
820个基层党组织、2万余名党员干
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充分发挥主心
骨和战斗堡垒作用，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织密织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
网，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2万余名党员战“疫”一线作表率

建设铁岭雷锋
纪念馆，打造学雷锋
教育阵地；开展“雷
锋式服务”，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成立460余支学
雷锋服务队，把志愿服务送到
百姓身边；2万名学雷锋志愿
者，合力战疫情助复工；选树
400余个先进典型，掀起学雷
锋热潮……

近年来，铁岭县以打造雷
锋主题县域文化为目标，深入
实施“全民学雷锋、共建文明
县”活动，将雷锋精神的无形
力量化为点滴可见的全民行
动，不断提高城乡群众文明素
质，广泛开展学雷锋实践活
动，雷锋精神的种子在这里茁
壮成长，文明之花在全县各地
绚丽绽放。

3月4日，在铁岭县李千户镇小
屯村绿中绿蔬菜种植合作社的 26
个樱桃大棚里，翠绿的树叶托着一
簇簇雪白娇嫩的樱桃花，近千棵“美
早”樱桃吐芳露蕊，竞相开放。

眼下正值樱桃盛花期，果农们在
做好疫情防护的同时，忙着敲花、授
粉，防治病虫害，以提高坐果率。进

入大棚的人员必须戴口罩、勤洗手、
勤消毒，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种植户李保杰对记者说：“今年
樱桃花开得很旺盛，只要精心管理，就
能迎来大丰收。”负责人李泽柱也早早
做好了销售应对，打算主推网络销售，
预计4月中旬，这些樱桃即可上市。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樱桃园里生产忙

身边处处见“雷锋”
——铁岭县开展“全民学雷锋、共建文明县”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文并摄

铁岭县时讯SHIXUN

图说 TUSHUO

3 年前，全国唯一一座坐落在乡
村的雷锋纪念馆——铁岭雷锋纪念馆
在铁岭县横道河子镇下石碑村正式落
成并对外开放，这里以雷锋工作和生
活的史料为基础，通过雷锋的39篇日
记和 18个故事，穿插战友讲述、村民
回忆，真实还原了雷锋在铁岭的经历。

开放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纷
纷前来参观，在讲解员的引领和讲解
下，参观者听得入神，学得认真，在深
入了解雷锋在铁岭的工作、学习、生
活及助人为乐的事迹后，他们对雷锋
精神的精髓和时代内涵有了更进一
步的领悟。

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对雷锋

生前所在部队“雷锋连”指导员谢正
谊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
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
在祖国大地上。”

为了让雷锋精神在铁岭县永驻，
将雷锋精神的无形力量化为学雷锋
的全民行动，2018 年 3 月，铁岭县制
定了《“全民学雷锋、共建文明县”活
动实施方案》，随后启动“三年学雷锋
行动计划”。计划通过实施雷锋精神

“六进”、建设七类学雷锋示范点、推
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等
工作，让雷锋精神成为县域文化核
心，成为全民干事创业的精神坐标和

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两年来，铁岭县将学习雷锋精神

与党员群众学习教育工作紧密结合，
贯穿于思想道德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全过程，推动学雷锋由简单模仿到
价值观引领的根本转变；依托各级中
心组学习、机关“学习日”、党校主体班
等载体，将雷锋专题讲座作为党员干
部学习培训的必备课；依托乡村讲堂、
道德讲堂、农村“炕头”学堂，推进雷锋
精神进村屯、入农户，更好地引导广大
党员群众学习雷锋；邀请《雷锋》杂志
社主编陶克将军、雷锋生前所在连队
的原司务长蔡云等学者和雷锋战友，
讲述雷锋故事，开展教育活动。

学雷锋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接力，
雷锋精神已在铁岭县深入人心。铁岭
雷锋纪念馆已成为全省学雷锋、学郭
明义示范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累计
接待参观者10万余人次；全县打造30
个雷锋主题活动广场，设置条幅2700
余幅、展板和宣传栏910余块、宣传墙
440余处，让雷锋精神入脑入心；2400
余名文艺骨干常年开展以雷锋文化为
主题的演出，编排雷锋精神题材的小
品、小戏等文艺作品近100部，在各乡
镇文化活动广场展演。如今，再次步
入铁岭县文化广场、学校、机关，这里
雷锋故事、雷锋语录和典型事迹随处
可见，全民学雷锋的氛围越加浓厚。

主题引领 让雷锋精神深入人心

好人与榜样，总是给人们带来许
多感动，给社会带来无穷力量。走进
铁岭县，你会发现“身边雷锋”无处不
在、薪火相传。他们是平凡的好人，爱
岗敬业、回报社会、关爱他人；他们引领
我们传唱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经典老歌。

在铁岭县阿吉镇中心小学，有这
样一位老师，她用三年时间走遍了全
校 140 名留守儿童的家，用真爱让无
数自卑的孩子重新快乐起来，她就是
首届感动辽宁十大公益人物崔宝芝。

“扎根公路终不悔，丹心一片为

人民。”这是铁岭县公路段职工立足
岗位践行雷锋精神的真实写照。近
几年，该单位涌现出以郭玉辉为代表
的省、市、县“辽宁好人”“最美工人”

“道德标兵”“劳动模范”等十余人，树
立了300多名学雷锋“见义勇为、助人
为乐”先进典型。单位去年被评为全
国学雷锋示范点。

多年来，铁岭县“同一片蓝天”志
愿者协会会长王俊林用实际行动践
行雷锋精神，免费为群众维修电路
5000 余次，帮助困难群众 300 余人，
累计资助资金12万元。他与“同一片

蓝天”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践行新
时代雷锋精神，42名贫困学生、170多
个困难家庭得到救助。

大甸子镇中心敬老院护理员袁
忠菊，精心护理脑血栓老人 11年，每
天坚持帮助腿部受伤的老人进行康
复锻炼，辅助不能自理的老人去浴池
洗浴。她利用休息时间管理菜园，丰
富老人们的饮食种类，为院里节省资
金 3万余元，用爱心和执着感动着身
边人。

蔡牛镇文化站站长王峰，6年行程
15万公里，搬运上百斤重的放映设备，

累计连续放映2000场电影。他无怨无
悔地奔波在村路上，保证了蔡牛镇25个
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任务，陪老婆孩子
看一场电影的愿望却至今未能实现。

随着“全民学雷锋、共建文明县”
活动的深入开展，雷锋精神深深植根
人心，“学好人、做好事”在铁岭县已
经蔚然成风。

目前，铁岭县涌现出雷锋式先进典
型400余人，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推动全
县人民向上向善、敬业奉献、和谐美好
的正能量不断聚集，振兴发展的步伐不
断加快，铁岭县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选树典型 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志愿者义务为镇西堡镇村民理发。

铁岭县凡河新区志愿者坚守在战“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