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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给雷锋叔叔
系上红领巾

58 年前的 1961 年 8 月，陈雅娟
升入小学五年级，整个班级转到了
抚顺市望花区本溪路小学 （现雷锋
中学）。因为品学兼优，她在学校担
任少先队副大队长。陈雅娟的父亲
是一位老八路，她从小耳濡目染，
对解放军战士有种天然的亲近情
感，对雷锋叔叔更是格外敬爱。

雷锋所在部队和学校只隔一条
小马路，陈雅娟向大队辅导员建议
聘请雷锋担任校外辅导员。建议得
到了大队辅导员的支持，第二天她
就和同学拿着介绍信来到雷锋所在
部队……让陈雅娟和同学们惊喜的
是，雷锋不但担任了学校少先大队
的校外辅导员，还兼任了陈雅娟所
在的五年级四中队的校外辅导员。

在学校举办的聘请大会上，陈
雅娟第一次站在雷锋叔叔面前，为
雷锋叔叔系上了红领巾。“红领巾把
我们和雷锋叔叔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雷锋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我
是近距离接触雷锋最多、聆听他教
导最多的几个学生之一。”11 月 15
日，陈雅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无
限感慨。

陈雅娟说，当时同学们对雷锋
叔叔的称呼并不一致，有人叫“雷
辅导员”，有人叫“解放军叔叔”，
还有人叫“雷叔叔”，“这些称呼总
有些拗口，大伙觉得还是叫‘雷锋
叔叔’最好听，于是我和几个同学
就对雷锋说‘以后我们称呼您雷锋
叔叔好不好’？雷锋笑着回答‘好
啊，叫什么都没问题，只要你们喊
得顺口就行’。”

从此“雷锋叔叔”成了同学们
心中最亲切、最温暖的称谓，也是
一个时代对雷锋的最美称谓。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在雷锋叔叔
身边的一年多时间，陈雅娟心中仍
充满感激，那是让她受益终身的最
幸福、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就像发
生在昨天一样，“雷锋叔叔逢人便
笑，一笑起来两只眼睛就眯成了一
条缝，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

雷锋牺牲前两天
见最后一面

陈雅娟回忆，雷锋叔叔对同学
们不是简单直接说教，“有一次我们
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公园玩抓特
务游戏，折下柳树技编成圈戴在头
上伪装，正玩得起劲儿的时候，雷
锋叔叔来了。”

同学们向雷锋叔叔跑去，还有
同学问“雷锋叔叔，你看我们头上
戴的伪装是不是很威风”。“雷锋叔
叔说你们是很威风，可是小树要倒
霉了。如果大家都来折树枝，这树
可就活不成了。你们都是国家的小
主人，要学会爱护一草一木才对
呀！”陈雅娟回忆，同学们听到雷锋
叔叔这么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
头，爱护公物、保护自然的意识在
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1962 年除夕夜，全班同学来到
雷锋叔叔所在连队一起开联欢会。
雷锋叔叔问大家都有什么理想，同
学们有的说长大了想当工程师，有
的说要当作家，有的说喜欢当老
师。“雷锋叔叔说你们的理想都很
好呀，个个都是人小志气大。可是
为什么没有人想当工人、当农民
呢？一下子把大家问住了。”陈雅
娟说。

她回忆，“雷锋叔叔说我们吃饱
肚子不挨饿，不能忘记是农民伯伯
辛勤劳动养育了我们；我们今天有
衣服穿不挨冻了，不能忘记是纺织
工人织成的布温暖了我们，我们不
但要爱惜他们的劳动果实，还要懂
得不管干什么，只要是对人民有
益、对国家有益，就都是光荣的职
业。”

陈雅娟说，最后一次和雷锋叔
叔见面是1962年8月13日，“快开学
了，我和同学们到部队向他汇报暑
期的学习情况。雷锋叔叔说下学期
是你们在小学的最后一年了，一定
要再接再厉。”临走时，陈雅娟提醒
雷锋叔叔别忘了 8 月 15 日来参加开
学典礼，“当时雷锋叔叔笑眯眯地说

‘放心吧，我忘不了’，没想到这一
别竟是永别……”

参军写血书
要上珍宝岛前线

像雷锋叔叔那样当一名光荣的
解放军战士，一直是陈雅娟的梦想。
1968年她光荣入伍，成为沈阳军区长
途电话站的一名女兵。“当兵那天起，
我就一直想着雷锋叔叔的话，要做一
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
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这是我一
生的座右铭。”她说。

1969 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
响，她听说要从军区通信总站抽调一
些人去参战，就刺破手指写血书要求
上前线。很快陈雅娟被批准上前线，
担任前线总指挥所的话务员。前线
生活十分艰苦，当时天寒地冻，睡在
野战帐篷里常常会冻醒，但她和其她
女兵一起准确无误地接转着每一个
电话，此外还和男同志一起挖战壕、
修掩体、架线、撤线。

“有一次，离驻地4公里的地方有
个仓库起火了，我刚下夜班要吃饭，
听说后赶紧上车去救火。”陈雅娟回
忆，战士们冲进仓库抢运物资，忽然
有人喊“仓库里有雷管，小心爆炸！”
但大家管不了这么多，没一个人退
缩，用了3个多小时抢运出了大部分
物资，战友们被熏得漆黑，很多人眉
毛头发都被烧了，手脚烫起了大水
泡。她说，“根据我的表现，获得营嘉
奖一次。如果雷锋叔叔健在的话，也
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1971 年，陈雅娟被选送学习，驻
地的大连金县实验小学聘她当校外
辅导员，“我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给
孩子们讲雷锋故事；我送给孩子们的
第一份礼物，就是和他们一起做雷锋
叔叔送给过我们的‘三件宝’：节约
箱、储蓄箱、针线包。”当时金县团委
号召全县捐款新建少年宫，陈雅娟立
即把自己一个月工资 50 元全捐了出
去，平时她经常用自己省下的津贴给
孩子们买故事书、理发工具和学习用
品。

陈雅娟生病到沈阳住院，孩子们
听说后凑了100多个鸡蛋，托12次列
车长带到沈阳。看着每个鸡蛋上都
写着“我们想念辅导员，祝辅导员早

日恢复健康！”“盼望辅导员早点回
来！”时，陈雅娟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
下来。从那时到现在，陈雅娟担任过
全国近百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辅导过的学生不计其数。

工作中不受利诱、
不惧威胁

1987 年，陈雅娟转业回到抚顺，
分配到市烟草专卖局，第三年出任烟
草局新成立的烟草市场治安派出所
所长。陈雅娟回忆，当时全所9个人
负责管理全市 6000 多户烟草经营单
位和个体户，“这个工作专门得罪人，
经常和那些不法烟贩子打交道。”

陈雅娟执法严格，有烟贩子为打
开方便之门找她送礼吃饭，还有人直
接往她兜里塞钱，都被她严词拒绝，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有人威胁说要
花2万块钱买我的人头，还有的说要
开车撞死我，我都没怕！”

就在她担任所长不久，工作中查
扣了一批非法购进的卷烟，烟贩子闯
进她的办公室大喊：“你必须把烟一
条不少地还给我，否则老子跟你没
完！老子刚从监狱出来，什么都不
怕！”陈雅娟毫不退让，“你威胁我没
用，我是从战场下来的！死都不怕，
难道怕你不成？！”一身正气的陈雅娟
喝退了不法烟贩子，但她心里并不是
没有害怕过。

“当时我儿子正在念书，为了孩
子的安全，我把他从市里的重点中学
转到郊区的一所普通中学。”陈雅娟
说，当时自己为孩子和家人的安全担
心，“我父母甚至带着哭腔求我，不要
再当所长了，但我始终记得雷锋叔叔
的教导，怎能不坚守岗位，怎能只图
个人安全呢？”

一位姓郭的老大爷违反了烟草
专卖条例，而且许可证没办年检，“兜
里的钱坐车都不够，哪有钱交年检费
啊？”陈雅娟自己掏腰包替老大爷交
了年检费，“从 1989 年当所长到 1992
年当副局长，我一直抓烟草专卖管理
工作，十几年经我处理的大小案例有
7000 多起，没有一个提出上诉的，我
没喝过烟贩子的一口水，没收过一份
礼、一分钱！”

让陈雅娟觉得对不住的是家人
和孩子，“我日夜忙于工作，家里大小
事都是我丈夫来管……他在单位是
个中层干部，工作也很忙，孩子生病
多数时候是他陪着去，我真不是一个
合格的妻子，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把宣传雷锋当成
一生的使命

面临公与私的选择、出现困惑
时，陈雅娟常一个人或者约上朋友到
雷锋叔叔的墓前，静静地站一会儿，
默默地念叨念叨，问自己“如果雷锋
叔叔在的话，他会怎么做？”，心里就
敞亮、平静、温暖起来。“我总觉得雷
锋叔叔从来没有离开，他总是在关注
我，指导我，给我力量和勇气，让我处
理起任何事情来都更加坚定、自信、
坦然。”陈雅娟说。

1990 年沈阳大北监狱的一个抚
顺籍犯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陈雅
娟的报道，就给她写信。接到信后，
陈雅娟专程去监狱探望，给他带去 4
本有关雷锋的书籍，鼓励他以积极的
态度接受改造，出狱后努力做一个好
人。当年中秋节，陈雅娟拎着12斤月
饼盒和水果，再一次去沈阳看望12名
抚顺籍犯人，“监狱领导给我们安排
了一场座谈会，他们每个人接过节日
礼品的时候都哭了，后来他们听说抚
顺成立雷锋基金会，自发筹集了 100
多元钱寄来，让我也很受感动。”

从1963年开始，陈雅娟经常到学
校、工厂、机关和部队去做雷锋事迹
报告，把宣传雷锋当成一生的责任和
使命。不论学生时期还是工作以后，
不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也不论工厂
还是农村，不管人多少、路远近，只要
有人找，陈雅娟都乐意去。粗略算下
来，50多年陈雅娟已经做过近2000场
报告，听众近百万人次。

陈雅娟说，自己大半生是在追随
雷锋、学习雷锋，在雷锋精神的熏陶
下长大，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随着
年龄增长逐渐懂得更多雷锋精神的
实质，“不追求个人的私利与安逸，将
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更加美好而
无私奉献作为自己幸福的源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曾亲手给雷锋系上红领巾 雷锋牺牲前两天见过最后一面

她把宣传雷锋当成一生的使命
上世纪60年代，雷锋受聘担任抚顺

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当时读5年级
的陈雅娟在聘请大会上亲手为雷锋叔叔
系上红领巾。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和同学们聆
听雷锋叔叔的教导，除夕夜到雷锋叔叔
连队一起联欢，把自己的理想说给雷锋
叔叔听……她说那是同学们一生中最宝
贵、最幸福的时光。

在雷锋叔叔牺牲前两天，她见过雷锋
叔叔最后一面，当时还提醒雷锋叔叔不要
忘记参加两天后的开学典礼。雷锋叔叔牺
牲后，她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女话务兵，刺破
手指写血书要上珍宝岛前线……

回到地方后，她工作恪尽职守、廉
洁奉公，面对利诱不动心，面对威胁不
妥协，遇到事情总是想“如果雷锋叔叔
在的话，他会怎么做”？以雷锋叔叔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

从学生时代到退休后，50多年里
陈雅娟已经做过近2000场报告，听众
近百万人次，她说自己大半生是在追
随雷锋、学习雷锋，在雷锋精神的熏陶
下长大，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随着年
龄增长逐渐懂得更多雷锋精神的实质
——“不追求个人的私利与安逸，将为
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更加美好而无私
奉献作为自己幸福的源泉。” ◀陈雅娟把宣传雷

锋当成一生的使命。陈雅娟和同学们听雷锋叔叔讲节约箱的故事。

▲陈雅娟和雷
锋叔叔一起看《解
放军画报》。

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