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工程，圆梦！
当人们看到“希望工程”这四个字，

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
中手握铅笔的小女孩抬着头，一双又大
又亮的眼睛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小女
孩叫苏明娟，一次机缘巧合被《中国青年
报》记者的镜头捕捉到，从此她的这张照
片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她也成为希
望工程的“名片”。

1989 年 3 月，由共青团中央发起成
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1年4
月15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
当日起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百万
爱心行动”计划，这也标志着希望工程项
目在全国正式实施。蓝色心形海浪上一
轮红色的太阳，配上“希望工程”四个字，
共同组成了希望工程的标志，意为“托起
明天的太阳”。

共青团辽宁省委希望工程相关负责
人介绍，1992年团省委从各机关抽调干
部组建希望工程辽宁省助学基金办公
室，1995年正式成立辽宁省希望工程办
公室。1992年9月，辽宁第一所希望小学
建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新开岭乡的许杖子
村。希望工程的第一个资助对象也在葫
芦岛。1992年4月，团省委为全面实施希
望工程，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希望工
程，在葫芦岛建昌县拍摄希望工程专题
片《山那边还有一群孩子》时，一名工作
人员看到建昌县王宝营子乡王春艳同学
家庭贫困即将辍学，了解到她母亲去世、
父亲多病，当即决定按照希望工程的模
式结对资助王春艳同学。王春艳同学成
为辽宁希望工程结对资助的第一人。

2006年希望工程推出“圆梦行动”，
同年7月，辽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
正式启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希望
工程承担的使命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
资助贫困青少年“有学上”发展到后来
使贫困学子圆梦大学的“圆梦行动”，这
些活动都是顺应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的。随着国家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的
实施，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也由中小学
生转向重点资助应届大学生。圆梦大
学行动的资助对象为当年参加全国统
一高考考入二批本科及以上的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标准为一次性
5000 元/人。自活动启动以来，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累计筹资 5700 余万元，
帮助全省近 2 万名优秀寒门学子顺利
走入了大学校门。

希望工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为
人们参与援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儿童
搭建了公益慈善平台。截至2019年9月
的数据显示，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
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99.42 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20195 所。
近十年来，辽宁希望工程共募集资金
1.85亿元，资助我省贫困大中小学生10
万余人，援建希望小学61所。

30余年来，数百万的贫困家庭青年
切身体会到“读书改变命运”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真正改变了无数农村学子的人
生！因为希望工程，无数学子获得了通
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最终成长为自
信、独立、幸福、感恩的人！

播种希望，守望相助，我们的社会就
会洒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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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

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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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
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
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
美”为主要内容的讲文明懂礼貌活动。

倡议一提出便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热
潮。当年的亲历者回忆，那时全国各行各业都
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工厂的工人们在工作
之余成立了各种工作队，在马路边支起“义务修
理自行车”“义务修理家用电器”的摊子，免费为
市民修理家用电器等物件；老医生义务为群众
看病，不收费不收礼。当时勤俭节约也是一种
崭新的社会风气，据说当年很多想要结婚的新
人们都秉持着勤俭办婚事的理念，反对铺张浪
费。

这场全国范围的活动，坚定了一代人的共
产主义信念，一代青年以雷锋、张海迪、张华等
模范人物为榜样，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后来，这项活动又与各地开展的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活
动结合起来。成为对全国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内容。“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成了上
世纪80年代最数字化的精神口号。

上世纪 80 年代初，刘岩正在上小学，她
记得那时在学校老师总会抽查大家背诵这几
句口号，结果就是现在她仍记得“三热爱”的
内容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
共产党”，背完她得意地笑了。开学时很多班
级都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召开第
一次主题班会。写作文的时候也离不开这样
的主题，比如“今天我上学迟到了……因为我
扶一个盲人过马路，盲人说：‘谢谢你’，我敬
了个礼说：‘不用谢，这是少先队员应该做
的。’”这是当年典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式
的范文，也是不少人的记忆。

随着“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深入开展，
各地团委组织了学雷锋、文明礼貌月活动、振兴
中华读书活动等，这些活动体现了当时的社会
要求和鲜明的时代主题。活动的有效开展也推
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良好的社会风尚渗透到
青年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文明柜台、文明
班级、最佳服务员、三好学生等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不断涌现。

八十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的精神文明建设口号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分别是“五讲”

“四美”“三热爱”所代表的具体内容。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产

生广泛影响的口号，当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

动是全国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对提高人民群众道德水平，改善社会风气，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团省委负责人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初
期，为解决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信念、信
仰、信心问题，激发广大青少年的政治热情，沈
阳市的共青团组织在中共沈阳市委的关怀和指
导下，创造性地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热爱祖国、热
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教育。

1981年，共青团中央高度肯定和评价了沈
阳市开展“三热爱”教育活动的经验和做法，号
召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学习推广沈阳的经
验。1983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 24 个单位在
总结推广“三热爱”经验的基础上，将它与“五
讲四美”结合起来，使“五讲四美三热爱”成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统一活动，在全
国蓬勃展开。

据了解，当时共青团沈阳市委开展“三热
爱”教育活动的具体做法包括举办以爱党为主

题的绘画、图片、书法展览和主题团队会；参观
党史展览、东北革命烈士展览；开展党史知识
问答等各种活动，使青年了解中国近代史，了
解党光辉的战斗历程，从而增强青年对党的感
情。

组织“访问周围党员”活动，一些单位团组
织把本单位党员的事迹编成教材，给青年讲
课。市百货公司团委组织的活动很接地气，组
织员工尤其是青年员工一起评选“起早贪黑、兢
兢业业为企业作出最大贡献的是谁？不计时
间、不计报酬、献工最多的是谁？热心帮助同
志、做思想工作最多的是谁？”最后青年员工发
现评比中获得这些“最”的以党员居多，这也让
青年们看到党员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更加热
爱党。

还有的单位团委发动团员、青年把党员的

先进事迹写成散文、报告文学、故事，通过厂报、
板报、广播进行宣传，既教育了青年，又激励了
党员。有的团委用“送温暖”的方式关心青年进
步，推荐优秀青年入党，为他们创造学习机会，
推动技术进步，帮助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在单位
的支持下，盖简易房，帮助青年解决结婚无房等
困难。通过这类活动的广泛开展，启发青年增
强对党的感情。

“五讲四美三热爱”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谱写了改革开放之初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华彩篇章。

“五讲四美三热爱”不只是旧日时光中的
一个名词，它铭刻了一个时代鲜明的印痕，
也携带着人们对于岁月流逝、万物复苏的记
忆……它给了心灵以空间，它给了美以空间，
它也表达了人们对秩序、文明、道德的渴望。

“五讲四美”与“三热爱”相结合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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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给中国青年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其中也有一些质疑
的声音，此时坚定青年理想信念，增强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的意识尤为重要。

上世纪80年代学雷锋活动进入第二
十个年头，先后涌现出了欧阳海、赵春娥、
张华、罗健夫、朱伯儒、张海迪等无数的雷
锋式的先进人物。他们继承雷锋精神，又
不断把新的内容注入雷锋精神之中。

“五讲四美三热爱”倡导广大青年要
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维护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到爱国、正直、
诚实；要使用和推广礼貌语言，做到和

气、文雅、谦逊，不讲粗话、脏话；要做一
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做到勤
劳、友爱、守礼，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
公物，不危害社会秩序。

这些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不断重塑
着国人新的道德标尺，塑造了青年高尚的
社会主义品格。青年是时代的表情，青年
是国家的未来。今天的青年，有着同先辈
们一样的“处处为国家着想”的赤子之心，
一样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去”的凛然担当。

未来属于青年，未来的责任也属于
青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任，
正要依靠一代代青年去担负。

《学习雷锋好榜样》是由作曲家生茂、作词
家洪源二人共同创造的歌曲，歌曲慷慨激昂、
振奋人心。在每年的3月5日，社会各界都会
组织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这一歌曲也成了
活动的主题曲。

歌词如下：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

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
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
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集体
主义思想放光芒……

“五讲四美三热爱”
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
荼展开。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张颖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