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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记者走进鲁迅美术学院，以辽宁英

模文化为主题，与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当天，同学们即兴
作画，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英模形象。黄群、
罗阳、曲建武、姜妍……一个个英模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
美术史论系研究生韩成惠绘画作品的名称为《红色基因 代
代相传》，她画的是她的老师陆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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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斌在画室教白思洋绘画技巧。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2019 新闻回顾 HUIGU

画室：学生的温暖依靠

沈阳市浑南区桃仙大街98号，陆国
斌的画室就设在这里。2月10日下午3
点，记者来到画室时，陆国斌正在从义县
老家赶回沈阳的路上。头一天他带着外
省美术院校的负责人去了老家义县考察
写生基地，顺便连夜看望了他在当地资
助的几个老人和孩子。

画室是一幢二层的住宅，两间卧室被
布置成与大学宿舍一样的上下铺，寒假回
不了家的学生，就免费吃住在这里。二楼
客厅东西两面墙上挂满了学生的绘画作
品，四五个学生正在讨论绘画的技法。

20年多来，这个画室陆续收留百余
个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对于建立这个画
室的原因，陆国斌说，因为自己从小求学
路的坎坷，所以特别能理解这些家庭孩
子学习过程中的不容易，尤其是学艺术
类专业，那就更难了，“希望这个画室能
成为这些孩子最温暖的依靠，让他们有
更好的条件学习。”

陆国斌出生于1961年，从懂事时起
就随父母下乡到义县九道岭子镇。“为什
么我对雷锋有着很深的情感，因为从很
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常常把我搂在怀里给
我读有关雷锋的书、讲英雄故事，她还教
育我一定要像雷锋一样先人后己。母亲
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候家里生活很艰难，
但是我母亲不仅咬牙坚持了过来，还常
常接济身边生活困难的人。”母亲的教育
在陆国斌幼小的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
印。陆国斌喜欢画画，6岁时，他照着书
上雷锋的样子画了第一幅人物肖像，贴
在窗户上，“那时每天看着自己画的雷
锋，特别崇拜。点点滴滴的雷锋精神，也
感染着我，对我之后的学习、工作起到了
鞭策的作用。”陆国斌回忆道。

陆国斌学习认真，酷爱画画的他无
论在哪儿看到英雄人物的图像就马上画
下来，没有画纸就用宣传单的背面，雷锋
故事情节也画了整整一本。1975年，在
一位老师的指引下，陆国斌到义县文化
馆美术组学画画。“县里各部门需要画画

的，我都会去帮忙，还免费给各乡村画板
报、宣传画，现在家乡的一些粮仓还留着
我当年写的宣传语。”恢复高考后，陆国斌
立志考鲁迅美术学院，他曾骑着自行车到
100多公里外的兴城找老师学画画。足足
5年时间，多次落榜，直到1983年，陆国斌
终于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当时他也是全县
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考了两三年我再次
到鲁美报考的时候，有人劝我说，‘孩子你
别来了，农村孩子这么困难，这不是你考
的。’后来我经常跟学生们讲这段经历，我
说我特别感激当时刺激我的这位老师，听
了那些话后我更立志一定要考上，别人能
办到的事，我一定也要办到，当时如果考别
的大学会简单很多，但是我就不放弃。”

考上鲁迅美术学院后的第一个周
末，陆国斌就赶往抚顺雷锋纪念馆参观，

“非常激动，我觉得我真正见到了雷锋。”

校园：告诉学生永不服输

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留校后的陆国
斌仍未放弃学习，之后又多次到中央美
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进修。作为鲁迅
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教师，陆国斌在
课堂上加强传统文化和雷锋精神宣传教
育，带领学生参加学雷锋活动，成立雷锋
班。周末他常常放弃休息，义务为学生
上课。陆国斌教授的艺用人体解剖学基
础教学是全校许多专业都上的共同课，
一二百人的大课堂，因为被安排在早上
的第一节，他担心学生来不及吃早饭饿
肚子，每次上课都提前准备好一篮子面
包和热水。20年来，这一做法成了一种
传统，学生也因此称呼他为“面包老师”

“雷锋老师”。
2月10日，在画室内等待陆国斌的

过程中，记者打通了韩成惠的电话，博士
毕业后她在朝阳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陆
老师资助了我读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
费用，陆老师在我心中就是父亲的角色，
他希望我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更希望
我能帮助更多的人，还希望我能接过他
手里的接力棒，将专业和爱心继续传递

下去。”
韩成惠的家在内蒙古，家庭条件较

差，是村里唯一学艺术的学生，更是家里
唯一的大学生。她的性格里也有着不服
输的劲儿，高考考了三年，“我是在复课第
三年认识的陆老师，当时听老师给我们讲
他的求学经历和家庭背景，太苦太拼了，
我从不崇拜明星，但在陆老师身上我学到
了什么是进取精神。”韩成惠说，陆老师十
分关照外地的学生，每当放假，陆老师会
把回不了家的同学召集到一起，在一起团
圆。

受到陆国斌感染，他资助过的学生
都十分节俭，他们创建了“陆国斌爱心
团队”，现在全国有 7000 多人加入了这
个团队，“团队的成员都是雷锋精神的
火种，只要有火种就有希望，我们同陆
老师一起资助学生、赡养老人、参与公
益活动等，曾经是陆老师一个人在奋
斗，现在、将来我们这些火种都会开花
结果，我们的爱心会辐射更大的范围。”
韩成惠说。

乡村：开拓学雷锋新阵地

2 月 10 日下午 4 点，陆国斌赶回了
画室。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15岁
的女孩，叫白思洋。白思洋称陆国斌为

“姥爷”，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丝毫血缘关
系。他们的相识缘于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的爱心活动。

“相比于把画挂在美术馆，我更喜欢
把画画进乡村，画给农民，画在祖国大
地。”陆国斌说，用画笔传承雷锋精神，弘
扬正能量，对他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从2014年开始，陆国斌带领学生和志愿者
开着他那辆二手微型面包车，辗转数万公
里，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为60多个乡镇
义务绘制文化墙10万平方米，不收一分钱
报酬。“每当画完墙画大家总是要我在墙
上留下名字，我会告诉他们，雷锋是我们
共同的名字，‘雷锋与我同行’的字样会写
在每幅墙画上。”陆国斌说。

2017 年，陆国斌带领爱心团队到
白思洋家所在的义县张家堡镇宝林
村，在画墙画的过程中，在旁边看他
们画画入了迷的白思洋引起了韩成
惠和陆国斌的注意。在了解到白思
洋的家庭坎坷之后，陆国斌开始资助
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白思洋，不仅
帮她家翻新了房子，每年寒暑假还带
她到工作室学画画。韩成惠说：“白
思洋就是我未来的接班人，我会像陆
老师培养我一样，去培养她，将来她
也可以帮助更多人。”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辽宁省道德模
范、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高
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沈阳市高校师德标
兵……数十年来，陆国斌获得了很多的荣
誉称号。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他还
工作在教学岗位上，继续带研究生，“我只
要能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陆国斌说。

陆国斌把雷锋精神画进乡村。 受访者提供

时隔 3 年，还是那件军绿色工装，还是那顶印有“为人民
服务”字样的军绿色帽子，还是那辆开了很多年的二手微型
面包车……2 月 10 日，再见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陆国斌，朴实
如昨。

2019年3月29日，记者走进鲁迅美术学院第一次采访陆
国斌时，他刚刚荣获由中宣部授予的第五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荣誉称号。今年61岁的他，被鲁迅美术学院延聘，仍然坚守
在教学岗位上。

陆国斌从6岁开始认识雷锋学习雷锋，他画的第一张画就
是雷锋肖像；凭着不懈的努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历经5次高考，
他从偏僻的小山村考入鲁迅美术学院；留校后他始终勤俭节
约，36年来却在学生身上花费百万余元，资助300多名家庭有
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他带着学生一起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在
60多个乡镇、10万余平方米的墙画上留下“雷锋与我同行”的
印记……

陆国斌说：“雷锋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青春呵！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
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
人。”这段写于1959年10月25日的雷锋日记，是19岁的
雷锋积极进取的心声。力争上游的态度在雷锋日记中经
常出现。

“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
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
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雷锋自我砥砺的铮铮誓言，
也是陆国斌始终遵循的座右铭。

雷锋用22岁的短暂一生树起了一座令人景仰的精
神丰碑，他的进取锐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这其中就有
陆国斌。童年、少年时期，陆国斌用笔画雷锋、学雷锋；青
年时期他以雷锋为榜样，用超出常人的毅力实现对理想
的追求；踏上三尺讲台，他成了“雷锋”，也在学生们心里
撒下雷锋精神的种子；走出校园，他把雷锋画在了更大的
舞台上，画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图景中。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体现的是
进取精神，彰显的是初心使命。几十年来，陆国斌一直在
寻找着学雷锋、弘扬雷锋精神的新阵地，他以实际行动孜
孜不倦地书写着新时代雷锋故事。

身边有榜样，精神有传承。这么多年来，陆国斌资助
过的孩子们纷纷接过他手中的画笔，同他一道深入乡村和
城市。他们用艺术服务社会，以画笔助力乡村振兴、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描绘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幅幅

“与雷锋精神同行”的墙画，就是一个个传递爱心的火种。
个人的能力及其对社会的贡献都有大小，而有历史

使命感的人，一定具有进取精神。陆国斌用进取的画笔
绘就了不断学习雷锋，宣扬雷锋精神的画卷，而这画笔在
他的影响下正在不断传递……

你的初心，不改
贾知梅

采访手记 SHOUJI

2020年
《“超级朋友圈”用爱
筑起抗疫防护墙》

“辽宁好人”、大
连市道德模范王官
升，发起建立了一个
名为“守护大连 驰
援武汉”的微信群，
向身边的志愿者发
出倡议——“为武汉、
为大连行动起来！”

2020年
特刊《闪光——80，雷锋正年轻》

2020年是雷锋同志诞辰80周年，也是第
57个学雷锋纪念日。

辽宁作为雷锋精神的发源地，在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的危急时刻，尽显共和国长子情怀和
责任担当。2000多名医务工作者尽锐出战，不
顾安危，驰援湖北。还有，无数医务工作者、基
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攻坚克难，谱写了一曲保
卫人民、护卫生命的英雄之歌。

2020年
《他们拥有同一个名字：战“疫”志愿者》

这是一张画不尽的辽宁战“疫”志愿者群像。
在战疫志愿服务中，变身为社区卫士的69

岁的徐文涛、连续多日为值守卡点送食品的李
飞龙、放假在家因疫情走上宣传一线的00后大
学生张潆心……

16个志愿者战斗的场景，是150余万辽宁
志愿者投身抗疫一线的缩影。

2020年
《志愿者助力战“疫”》

在抗击新冠肺炎
战役中，全省 3 万余
支志愿服务队、150
余万名志愿者以各种
形式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2021年
《搭建学雷锋文艺志
愿服务全国平台》

“学习雷锋好榜
样——中国文联文艺
志愿服务团学雷锋纪
念日主题宣传活动”
在雷锋的故乡长沙、
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
两地同步举行，全媒
体传播雷锋精神。

在每一个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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