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岭的‘雷锋式服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

2月23日至25日，铁岭市经贸考察团赴河南省
考察企业时，曾经到铁岭推进项目的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曹治年，首先提到了铁岭的“雷锋式
服务”。

这是雷锋留给铁岭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铁岭对雷
锋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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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铁岭市坚持与时俱进学雷锋，营造雷锋精
神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倡导人人可为的学雷锋行动，
开展全民学雷锋、建功新时代文明实践，把学雷锋活动
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不断在雷锋精神中汲取奋进力
量，为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
役”凝聚合力，提振信心。

铁岭：汲取奋进力量 加快振兴突破
本报记者 狄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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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2 月 26 日，雷锋随
部队来到铁岭市铁岭县横道河
子镇下石碑山村。在这里，他度
过了170天，给战友和下石碑山
村百姓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他干工作一丝不苟”

1962 年 2 月 26 日，雷锋随
所在部队到铁岭县横道河子公
社下石碑山大队驻扎。雷锋带
领运输连四班配合团部单独执
行任务，负责工程器材运输和
部队的给养供应。

“雷锋虽然个子小，但是性
格活泼开朗，思想积极追求上
进，干工作是一丝不苟。”2月24
日，在电话里，雷锋曾经的战
友、“雷锋班”第二任班长庞春
学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下石碑山距离抚顺60公里
左右，山区路窄、坡陡，雷锋和
战友要在这条危险的路上往返
奔波，运送施工材料和部队给
养。为确保行车安全，一进入
到驻地，雷锋就仔细反复勘察
道路情况，并在笔记本上用各
种符号记录下路况。

1962 年 3 月 26 日，雷锋绘
就了“下石碑山至抚顺道路情
况图”：发车下石碑山，经过水
沟一条，土包一个，直角弯一
个，到上石碑山。经横道河，过

水沟一条，经过一个急转弯，过
水沟两条，到金花楼……

“这个地图绘制以后，极大
地方便了运输连战友开车出
行。”庞春学告诉记者，工作中，
只要是有利于集体的事，雷锋都
会主动承担、认真对待。

这些年，庞春学一直以雷
锋为榜样，多次给灾区捐款、资
助困难学生，坚持走遍全国各
地宣传雷锋精神，开展了 3000
余场宣讲。“在我的心中，雷锋
从未离开过，他的最后一篇日
记，也道出了我的毕生追求：

‘今后我要更加热爱人民和尊
敬人民，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做人民的勤务员。’”庞春学说。

“他是个特别热心肠的人”

说到雷锋，人们都会想到
“雨夜送大嫂”的故事，循着这
个故事线索，记者找到了横道
河子镇下石碑山村一位84岁的
老人，他叫艾荣普。

据艾荣普回忆，1962年，他
23岁，比雷锋大 1岁，由于年龄
相仿，自打雷锋和乔安山住到他
家，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1962 年 5 月 2 日，天近傍
晚，雷锋和战友乔安山带着他正
在下石碑山村驻地刷车，突然天
气骤变，大雨倾盆，雷锋急忙扯

过帆布盖车。这时，公路上急匆
匆地走过来一名 30 多岁的妇
女，还带着两个孩子。

雷锋上前询问情况得知，
这名妇女姓纪，是从哈尔滨来
的。从抚顺下车，一路走到这
里 ，要 到 沈 阳 境 内 的 章 子 沟
去。章子沟离下石碑山村有十
多里路，天已经黑了，雨还在不
停地下，大嫂背着包袱，还带着
两个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可怎
么走啊！想到这儿，雷锋连忙
说：“大嫂，我送您去。”

说罢，雷锋跑回驻地取来
雨衣，给大嫂穿上，又抱起大一
点 的 孩 子 ，冒 雨 朝 章 子 沟 走
去。两个小时后，终于把大嫂
送到了家。回到驻地时，已经
是晚上9点多了。

“雷锋特别热心肠，身边人
有困难，他总会伸出援手。我永
远记得他的样子。”艾荣普说。
雷锋去世后，他化悲痛为力量，
一生都在向雷锋学习，在工作上
尽职尽责，退休后，又义务当起
了护林员和雷锋陈列馆讲解员。

“村里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在下石碑山村乡亲们的记
忆中，雷锋衣着整洁、生活俭
朴、为人谦和、热心助人。

在位于横道河子镇的铁岭

雷锋纪念馆内，有一张雷锋扛
着锄头的照片十分生动，每当
有人参观，讲解员们总会给大
家讲起这样一段往事。

1962年5月6日，雷锋忙碌
而充实。他不仅把村里的路修
了，还把汽车洗了。辛苦了一
天，还没来得及休息，雷锋就看
见村民王大爷正在田间扶犁耕
地，于是，他便跑上前去求教，
跟着王大爷学犁地。

雷锋为什么学犁地呢？原
来他每天开车在山里往返，看
见到处都在忙春耕，每次卸完
车，总想帮着乡亲们做点什么，
可偏偏雷锋又不会扶犁耕地，
只能干着急。

自从跟王大爷学会了犁
地，雷锋就时常抽空下地，不是
在这家犁上几个小时，就是在
那家犁上几个小时，村子里到
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在铁岭雷锋纪念馆的序厅
中央，耸立着一棵巨大的雷锋
树 ，上 面 刻 有 经 典 的 雷 锋 日
记。据讲解员介绍，雷锋初到
下石碑山村，见到红带沟千年
古松，有感而发，于1962年3月
4日写下了“我愿做高山岩石之
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的经典
日记，这棵雷锋树正是由此产
生的创意灵感，寓意为雷锋精
神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下石碑山村村民永远感念雷锋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横道河子镇下石碑山村，
是铁岭县东部的一个小山村。

雷锋生前在这里生活了
170天，留下了39篇日记和18
个感人故事……

为了纪念雷锋，铁岭市以
雷锋工作和生活的史料为基
础，结合战友讲述、村民回忆，
在下石碑山村建设了全国唯
一一座建在村庄上的雷锋纪
念馆。

虽这是短暂结缘 170天，
但雷锋精神却深深融进了这座
城市的骨子里。

为营造雷锋精神无处不
在的社会环境，铁岭市提出了

“先看见、后成为”阵地建设理
念，着力开展雷锋精神进机
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
活动，让雷锋元素随处可见。

目前，铁岭市已经有3所
以“雷锋”命名的学校，其中有
市一级的铁岭市雷锋小学，
也有县一级的铁岭县雷锋小
学、铁岭县雷锋树小学。“学
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每到课间，这首脍
炙人口的歌曲都会在校园中
传唱。

雷锋纪念馆所在的铁岭
县，还开展了雷锋精神“六进”
活动，即进机关、进村屯（社
区）、进行业、进企业、进校园、
进家庭，目前已经覆盖城乡各
领域各层面，形成全面开花、
全员参与的良好态势。在机
关，以榜样为标杆，积极开展

“雷锋式代办”服务，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在村屯，
以“雷锋超市”为载体联系和
服务困难群众，不仅定期把社
会捐助的物品发给有需要的
群众，而且还时常面向村民开
展义诊、义务理发、义演等志
愿服务活动；在社区，居民把
自己的微心愿挂在“爱心树”
上，就会有党员志愿者点亮爱
心，主动认领。

窗口单位、公共服务行业也
都结合自身特色，按照有标识、
有制度、有记录等“六有”标准建
立了志愿服务站，立足岗位开展
雷锋式志愿服务，带动更多的群
众参与到学雷锋活动中。

以环境影响人、塑造人，随
着各项学雷锋活动的广泛开
展，如今在铁岭市，雷锋元素遍
布城乡，雷锋精神无处不在。

建强阵地 让雷锋精神无处不在

铁岭有一位“全军学雷锋模
范”，他就是铁岭军分区原副政
委张子祥。2014年退休后，他仍
把传承弘扬雷锋精神作为自己
的事业。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退休
后，张子祥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
到哪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新
时代的雷锋精神。不论年龄、不
分职业，雷锋精神的传承不仅表
现在惊天动地的壮举中，还表现
在平凡平淡的小事里。

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弘扬
雷锋精神需要与时俱进，要紧
扣时代脉搏，融入创新思维、丰
富活动载体。铁岭市在加强志
愿服务保障和支持的同时，将
学雷锋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
不断发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伍。

在广泛培育选树身边典型、
赋予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建

立完善三个方面志愿者队伍组
织体系，各有侧重，不断将志愿
服务推向专业化，实现队伍构成
全民化。

以党员为核心的志愿者队
伍成了急难险重情况下的突击
队。在铁岭，各单位都建立了由
分管领导为队长、优秀年轻同志
为执行队长的志愿服务组织，他
们在抗击疫情、社区包保、服务
群众中打头阵，充分发挥了先锋
模范作用。

以社会团体、专业型组织为
核心的志愿者队伍越来越规
范。目前，铁岭许多文化团体、
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等正加速
步入规范化轨道，服务变得更加
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已经成
为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一支重
要力量。

建在群众身边的互助型志
愿者队伍作用越来越突出。在

社 区 中 ，依 托“ 社 区 + 红 色 物
业+居民”组成的志愿者服务
队伍，主要关爱“一老一小”特
殊人群；在农村，志愿者队伍通
过邻里互助模式，主要以环境
整治、农忙时节互帮互助以及
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的关心
关爱为主。

三个方面志愿者，实现了
队伍构成的全民化。与此同
时，构建三个方面队伍，还完成
了志愿服务的时空布设，即日
常立足岗位，在特殊情况下应
急服务基层，从而做到了全时
空的志愿服务。

在学雷锋志愿服务中，铁岭
市还围绕“一老一小”开展了项
目化服务，即面向农村困难老人
群体推出了“常青树”乡村医疗
志愿服务项目，面向有实际困难
的未成年人推出了“向阳花”援
助未成年人成长项目。

完善体系 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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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志愿服务“全国最美志愿
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林凤艳，是调兵
山市爱心协会会长、爱心车队队长。
如今，年逾花甲的她仍坚持奔走在辽
北大地上。常挂在她嘴边的两句话
是，“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恰
好又能帮到别人。”“我不用回报的，只
要你开心。”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做好事本就
是一件让人感觉幸福、快乐的事情。把
志愿服务落细、落实，铁岭市开展的学雷
锋活动重在融入每个细节里，以实现春
风化雨。日常工作生活中搭把手，公交
车上让个座，通过无处不在的环境、人人
可为的行动，足以彰显一个人的文明素
养，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

全民参与，铁岭积极开展一系列主
题活动。机关“学雷锋 爱岗位 当先
锋”，行业“学雷锋 重服务 做榜样”，企
业“学雷锋 亮身份 促发展”，校园“学雷
锋 讲奉献 助成长”，村屯“学雷锋 爱家
乡 作贡献”，家庭“学雷锋 树家风 做标
兵”……形式多样，核心唯一，那就是营
造全民争做雷锋传人的浓厚氛围。

学雷锋、做雷锋，铁岭市人民检察
院成立了全系统的志愿服务队伍；市
文明办联合母亲教育中心推出了“幸
福自习室”；每每遇到急难险重的任
务，蓝天救援队、阳光志愿者协会、壹
公益志愿者服务协会等社会团体总
会及时出现，冲在一线，无私地为社
会和群众付出。

传承雷锋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铁
岭县被誉为雷锋县；弘扬雷锋精神，开
原市新都社区有一半群众都成了志愿
者；倡导文明新风，昌图县长发镇长发
村村民纷纷志愿参与道路维修、村屯环
境整治……

全民学雷锋，铁岭市通过筹备组建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三级阵地，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模式，
在每个文明实践站建立起志愿服务站，
构建“8+N”志愿服务工作新体系，已组
建志愿服务队伍1700余支，全市志愿者
注册人数达40.96万人，并涌现出了许多
先进典型。

涓涓细流汇成河。全民学雷锋，建
功新时代，在铁岭市，雷锋精神正汇聚
成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
的“辽沈战役”的澎湃合力。

全民参与
汇聚振兴发展合力

1962

雷锋的“铁岭足迹”

本栏目内容由铁岭雷锋纪念馆提供
本报记者王晓波整理

雷锋教导孩
子们要养成勤俭
节约的美德。（资
料片）

2月26日
雷锋随所在部队来到铁岭县

横道河子公社下石碑山大队驻扎。
雷锋和战友负责运送施工材

料和部队的给养。

3月16日
雷锋带领着运输连四班战友

将驻扎地选在了红带沟自然屯。

3月26日
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雷锋绘就

“下石碑山至抚顺道路情况图”。

4月14日
雷锋夜学《黄继光的故事》，

从中汲取“营养”，激励和鞭策自
己成长。

4月27日
战友刘兴学因擅自离开部队

看电影受到批评而不服气，雷锋帮

他解开了心中的疙瘩。

5月2日
在下石碑山大队，雷锋雨夜送

大嫂。

5月6日
为帮老乡干农活，雷锋向村民

王大爷学犁地。

7月19日
已当选抚顺市人大代表的雷

锋来到村民李贵海家征求意见和
建议。

8月14日
雷锋与助手连夜为工兵营紧

急送粮食。

8月15日
雷锋从铁岭县返回抚顺营地

执行汽车保养任务时，不幸殉职。

YIN YAN

铁岭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参观铁岭雷锋纪念馆。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