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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火车站前，雷锋雕像高高伫立。
63年前，新兵雷锋来到营口，开启军旅生
涯，从此与营口结下不解之缘。尽管雷锋
在营口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留下的精神
财富却长久地影响着这座城市，成为整
个城市的精神坐标和信仰寄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把握
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让雷锋精神在新
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多年来，营口持续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成立了包括20余名雷锋生前战友在
内的雷锋精神促进会和宣讲团，相继出版
《雷锋在营口》《雷锋在营口的故事》等书
籍，多次将雷锋的故事改编成广播剧、评
书、微电影等。每年号召、鼓励和组织党员
干部、企业职工、志愿者等学雷锋、做雷锋，
评选并表彰学雷锋标兵和示范点，新时代
“营口雷锋”不断涌现。

营口市还把学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
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当中，推动“我爱营口，
清洁家园”“雷锋驿站传递文明”等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长效化，传递正能量，形成营口
人民文明共建的共识，汇聚起全面振兴新
突破三年行动的奋进力量。

营口市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图为鲅鱼圈区志愿者手绘文化墙助力创城。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摄

营口：涵养新风正气 激发奋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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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有个“弘扬雷锋精神宣
讲团”，是由 13 位雷锋生前战友
组成的。16年来，他们不但坚持
自己学雷锋做好事，还不间断地
宣讲雷锋故事，弘扬雷锋精神。

王泽昌家窗户外面悬挂着
一个“便民服务箱”，箱子里放着
钳子、螺丝刀、打气筒等工具。

“虽然上了年纪，但我还能讲雷
锋故事，还能为人民服务。”附近
居民门窗啥的坏了，王泽昌都义
务帮助维修。他还组装了一个
简易的三轮推车，供附近居民每
年买秋菜使用。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儿在玩
耍时不小心落入水塘，生命危在
旦夕。路过的刘新福毫不犹豫
地跳入水中，将小女孩儿救上
来，并送回家里。小区里的两户
邻居经常吵闹不休，达到水火不
容的地步，又是刘新福到双方家
中耐心调解，让双方摒弃前嫌，
最后还成为好朋友。

罗叔岳在部队曾是一名军
医，转业到营口市人民医院工
作。退休后，他热情为社区群众
义务看病，测体温、量血压、听心
脏、开处方，从不收取任何报酬。

1958 年 11 月至 1973 年秋，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扎营口市
长达 15 年之久。后来，部队有

76位官兵转业留在营口市，他们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保持部
队优良传统，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王泽昌、刘新福、罗叔岳，他
们都是雷锋战友中的一员。退
役后，他们自觉以雷锋为榜样，
默默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弘扬
雷锋精神。

2007 年 3 月，在营口市站前
区关工委的支持下，由13位雷锋
生前战友组成了“弘扬雷锋精神
宣讲团”。他们均已退休，年龄
最 小 的 68 岁 ，年 龄 最 大 的 89
岁。他们曾与雷锋在部队相处

了两年零八个月，与雷锋有着深
厚的感情。雷锋精神教育影响
了他们的一生，他们对雷锋的先
进事迹耳熟能详。

马天宝是抗战老兵，曾经遭
遇车祸，身体受伤严重。虽然他
行走困难，却依然坚持骑自行车
到红旗小学等 20 多所小学宣讲
雷锋事迹，受到学校师生的广泛
称赞。张国安接任“弘扬雷锋精
神宣讲团”团长一职后，克服疾
病的困扰，撰写了雷锋精神宣讲
稿 100 多篇，先后为营口市雷锋
小学等30多所学校和60余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作报告。
尚德山、杜玉琛、霍长军、

张运平等宣讲团成员经常自掏
腰包，为学校赠送雷锋书籍、雷
锋纪念章和纪念册等，配合学
校开展学雷锋、争做雷锋小传
人等活动。

2010年，在雷锋战友宣讲团
的全力协助下，雷锋专题收藏爱
好者王文起建立了雷锋展览室，
并连续9年担任这个雷锋展览室
的义务讲解员，总计接待参观者
4万余人次。营口市雷锋文化博
物馆馆长段速敏介绍，这些雷锋
的老战友心系营口市雷锋文化
博物馆的建设，积极为展馆捐赠
展品。“曹玉德、罗世茂、王泽昌、
杜玉琛、张国安等老人在临终
前，还嘱咐儿女把个人珍藏的纪
念品捐献给雷锋文化博物馆。”
段速敏说。

“弘扬雷锋精神宣讲团”成
立 16 年来，先后深入营口市中
小学、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
宣讲活动 530 多场，受众达 12.6
万余人次。目前，他们仍坚定
地 走 在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的 大 道
上。宣讲团先后被省、市、区关
工委评为先进集体，被营口市
委宣传部授予弘扬雷锋精神特
别贡献奖。

2007年，13位雷锋生前战友组建宣讲团

他们16年不辍弘扬雷锋精神
雷锋的“营口足迹”

2 月 23 日，在营口市雷锋文
化博物馆里，一群小学生正聚精
会神地倾听张时扬讲雷锋的故
事。张时扬是雷锋的战友，也是
营 口 市 雷 锋 文 化 博 物 馆 的 常
客。虽然已经 82 岁高龄，他仍
坚持发挥余热，常年来馆里当义
务讲解员，讲述雷锋故事，弘扬
雷锋精神。

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原
名雷锋文化展览馆）是 2019 年 3
月 5 日对外开放的。馆内展出
全国 60 多年来开展学雷锋活动
的宣传画、奖状、纪念章、奖章、
照片以及纪念雷锋主题书刊、报
纸、资料等展品 3700 多件。同
时，适时推出“祖国颂歌”宣传画
展、“特别的荣誉”学雷锋奖状展
等歌颂祖国、讴歌模范、体现时
代精神的专题展十余个。开放
至今，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共
计接待省内外团队1200多个，接
待全国各地观众 121 万余人次。
展馆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省级“共青团志愿服
务基地”、省级“少先队校外活动
实践基地”。

近年来，营口市不断加强宣
传阵地，用雷锋精神浸润人心，铸
魂育人。成立雷锋精神促进会，
组建“雷锋战友讲雷锋”宣讲团，
举办“全国学雷锋论坛”，出版《雷
锋在营口》等书籍，录制评书《雷
锋》，面向全国发行《雷锋在营口》
邮政贺卡，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
展雷锋小学、雷锋社区、雷锋小
区、雷锋路、雷锋中队的争创和命
名活动……让广大干部群众不断
感知雷锋、感悟雷锋，在传承雷锋
精神的同时，提高广大群众对雷
锋精神的认同，让雷锋精神融入
城市血脉。

营口市也十分重视对青少年
的思想道德培养，在孩子心中种
下“学雷锋种子”，为城市发展培
育后备力量。去年，营口市通过

“线上走进雷锋文化博物馆”“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强国复兴有
我”“童心向党 筑梦成长”等实践
活动，增强青少年对雷锋精神的
认知和感悟，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教育。

用雷锋精神
铸魂育人

今年 1 月 18 日，中央文明办
发布 2022 年第四季度“中国好
人榜”榜单，关刘等四位辽宁人
上榜。

关刘今年 44 岁，是营口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理事。15 年来，她
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开设助老爱心食堂，还时常带
着志愿者清理公园、清洁海滩、上
山捡垃圾，堪称营口市志愿者中
的杰出代表。

2 月 21 日，在营口市鲅鱼圈
区红旗镇红星社区助老爱心食
堂，关刘正在给十余位 75 岁以上
的老人免费发放爱心午餐。酱脊
骨、白菜粉条炖豆腐、炒花生米、
拌小菜，这样的爱心午餐既营养
又实惠，老人们赞不绝口。

“我们想通过自己的一份爱
心，让这些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
暖和社会的关爱。”关刘告诉记
者，这家助老爱心食堂是自己于
2021 年 7 月份发起设立的一个公
益项目，为周边75岁以上孤寡、残
疾、空巢等生活不便的老人提供

免费午餐。据她统计，爱心食堂
成立以来，已累计为 5000 余人次
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关刘为此负
担了4万多元的费用。

“像关刘这样甘于奉献、舍
己为人的好人好事，我们营口几
乎每天都在发生。”营口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会长吴云峰介绍，截
至目前，营口市志愿者总人数达
39.4 万余人，志愿者队伍总数达
1600 余支，志愿服务项目（活动）
超过 2.4 万个，服务时长达 357.4
万小时。

多年来，营口市注重榜样力
量，不断选树典型，弘扬雷锋精
神，持续推动学雷锋社会化、常态
化。在营口，学雷锋做好事不仅
是志愿者在践行，全市的党员干
部、企业职工及社会群众也主动
参与，积极响应。

“大娘，您家线路老化该换
了。”2 月 20 日，国网营口市老边
区供电公司老边供电所所长、党
支部书记周猛带领辽宁电力（营
口老边）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来

到后塘旗堡村农户家里，义务检
查检修用电线路、设备，为农户春
耕备耕用电安全提供保障。

“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得千
家万户灯火通明、用电安全，再苦
再累也值得！”周猛扎根一线，辖
区内的每条线路、每处设备，他都
会亲自检查验收，对情况了如指
掌。20 年来，周猛带领的共产党
员服务队共开展抢修延伸服务
7600 余次，故障修复时间同比减
少5.83%，累计受理各类业务9000
多件，现场处理故障6500多起，服
务 4600 多人次，实现优质服务零
事故、零投诉，客户满意率达到
100%，他也因此被评为“2021年度
营口市岗位学雷锋标兵”。

目前，营口市已评选出 20 位
“岗位学雷锋标兵”，13 个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2022 年，评选市级
道德模范、营口好人、最美人物、
最美志愿者、新时代好少年等共
计 89 人，先进集体 10 个。同时，
营口市还有 24 人获评“中国好
人”，80人获评“辽宁好人”。

选树典型 释放榜样力量

2 月 24 日下午，由营口市
多部门联合开展的“爱我家园
清洁营口”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在红旗
广场拉开帷幕。由营口市直机
关、各县区以及社会志愿者组
成的 20 余支志愿服务队共计
500 余人，走上街头，走进小
区，清理越冬垃圾。今年3月，
营口市还将启动“学雷锋活动
月”系列活动，在全市掀起践行
雷锋精神新高潮。

近几年，营口市把学雷锋
活动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把
弘扬雷锋精神转化为服务社会
的驱动力，推动社会文明风尚
加速形成，汇聚全市振兴发展
的奋进力量。

营口市结合《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出台了《营口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培养市民
形成文明礼仪习惯，促进文明
城市建设。

去年，营口市开展“文明创

建 有你有我”十大文明行动，
通过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
养犬、文明餐桌等10个方面专
项行动，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
质，激发全民创城热情。

不光有大行动，志愿服务
同样出彩。

营口市统筹志愿服务资
源，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和学雷锋文明驿站
“双核驱动”。在志愿服务活动
中，通过开展“烟头不落地 营
口更美丽”等环保志愿服务活
动，营口街头的烟头少了，街路
变干净了；分布在各个社区的

“雷锋驿站”，让理发、修车等日
常小事不出小区都能解决，居
民生活更便利了；党员干部结
对帮扶“点亮群众微心愿”，解
决了众多群众的“急难愁盼”
之事……营口把学雷锋活动
开展到百姓家门口，服务到群
众身边，使雷锋精神、文明意
识深入民心，崇德尚礼的社会
风尚正加速形成。

全民践行 引领社会风尚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佟利德采写

1月8日
雷锋在营口火车站下车，开

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月8日晚
在营部小礼堂，雷锋满怀深

情地写下了军旅生涯的第一篇日
记：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
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
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
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
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真感到万
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
大的幸福。

1月9日
雷锋和新兵营战友们共同听

了一堂政治课，参观了团荣誉
室。雷锋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一
个英勇的战士，报效祖国！

新兵集训期间
雷锋认真参加队列、射击、投

弹等项目的训练。最终取得优异
的成绩，并在新兵集训总结大会
上被表彰。

1月28日
雷锋到东升照相馆拍照，这

是他军旅生涯的首次拍照。

2月的某日
雷锋在营口市站前储蓄所

开户，并存了1元钱。

3月的某日
雷锋在营口市建设小学三年

三班作报告。

4月7日
雷锋随部队到抚顺支援抚钢

建设，离开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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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前排
右二）与所在部
队后勤文艺演出
队队员合影。（资
料片）

雷锋战友张时扬为小学生宣讲雷锋事迹。
图片由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