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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耳闻目睹了雷锋平凡而光辉的事
迹，亲身感受到了雷锋身上散发的伟大精神，
特别是雷锋对他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时至
今日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刘斌说，“这段
特殊的缘分，使我一生受益，并为此而努力奋
斗。”

刘斌一辈子先后在多个医院工作，并
在唐山大地震、海城大地震时都亲自带队
组织过救援。从医院退休后她发挥余热开
起诊所，继续为人民服务，遇到有困难的患
者上门求医，她总是为患者减免医药费，甚
至还给患者安排住处，亲自给患者煲鸡汤，
帮助患者渡过难关。刘斌一家五代行医，
她的四个孩子全部从军，她总是告诫孩子：
好好做人，认真做事，做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
雷锋离世已经57年，如今社会发生了巨

变，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观念也
在更新，但是为什么我们依旧在弘扬雷锋精
神？刘斌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你们来，为
什么一定要讲述我知道的雷锋故事，因为雷
锋精神永远不过时。”

时代需要雷锋精神，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大公无私、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越发
显得重要！时代需要文明新风，时代也赋予
了雷锋精神更深刻的历史责任。在时代车轮
高速运转、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需要我
们留出一点时间去品味和感受雷锋精神，去
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当年雷锋受伤亲自组织抢救 如今96岁的她讲述雷锋的故事

雷锋省下生活费 捐给困难患者

96岁的刘斌老人说：“与雷锋这段特殊的缘分，使我一生受益，并为此而努力奋斗。”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摄

一位96岁的老人，曾是抚顺西部医院副院长，当年雷锋受伤时就是她亲自组织抢救
的。11月19日老人给辽沈晚报打来电话说：“有关雷锋生前到我们医院助人为乐的故事，我
当年见证了很多，我很想通过报纸讲一讲雷锋做过的那些令人感动的事。”

1“不知道雷锋名字，我们都叫他小战士”
96岁的刘斌老人，行动有些迟缓，她的女儿

小心地搀扶着她，怕她摔倒，老人虽然年事已
高，头脑却很清醒，见到记者便讲起雷锋的事，
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

“我妈妈这几天看到辽沈晚报登载的雷锋
班长讲述雷锋故事，就要给报社打电话，讲述她
知道的雷锋，我说雷锋故事有很多人讲，你这么
大岁数就别出面了，但是我妈说，雷锋的精神非
常可贵，雷锋的故事非常感人，作为见证者，她
应该多向大众讲一下，让大家了解更真实的雷
锋。”刘斌的女儿说。

“其实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雷锋的
名字，我们医院的人都管他叫小战士。”刘斌老

人说，1962 年她在抚顺西部医院担任技术副院
长，那个时候认识了雷锋。

有一天刘斌值班，雷锋来到医院，手里拎着
的袋子里装着两串葡萄和两块月饼，他找到院
长要求把这些东西捐给困难的患者。“当时我一
看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们医院有好几百名患
者，怎么够分？我就说你拿回去吧，自己留着吃
吧。”听了刘斌的话，雷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
们部队就发了这些，他一口没吃，全拿来了，就
送给最困难的患者吧。

当时雷锋在当地并不是很有名，也没人认
识他，他个子不高，一看就年纪不大，于是医院
的人就叫他“小战士”。

2“拎着俩馒头，要我转交给困难患者吃”

本以为小战士是偶尔来医院做一件好事，
没想到那一年雷锋经常出入西部医院，一有空
就往医院跑。

“最让我感动的是，雷锋好几次把自己的口
粮省下来拿给医院的困难患者吃。”刘斌回忆，
有一次雷锋拿着两个馒头来到医院，要捐给患
者吃。刘斌就问他哪来的两个馒头，雷锋说自
己从午饭省下来的。

如果是现在，两个馒头也就一元钱，谁都能
买得起，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在那
个年代，所有人的口粮都是定量分配，战士也一
样，而且为了节约粮食，那时雷锋他们一天也只
有两顿饭，只吃两顿饭还省下两个馒头给患者
吃，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当时刘斌年长一些，已经是孩子的母亲，

在她眼里雷锋还是一个孩子，尤其是那么年轻
正是能吃的时候，她不忍心看雷锋挨饿，就拍
着雷锋的肩膀劝他：“小战士啊，你拿回去自己
吃吧，这两个馒头我分给谁好啊，你就自己留
着吧。”

雷锋执意不肯，坚持说：“就拿给最困难的
患者吃吧。”最后，刘斌亲自将他领到病房，指着
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说，这位患者虽然有儿女，
但是儿女都不管他，就把馒头分给这位患者吃
吧。老人拿着雷锋给的两个馒头，流下感动的
泪水，雷锋也哭了。雷锋说自己是孤儿，父母很
早就去世了，哥哥和弟弟也是饿死的，自己在部
队当兵，有吃有喝，但是一想到还有很多人吃不
饱穿不暖就咽不下馒头，所以一定要拿来捐给
困难的人。

3“翻遍衣兜，把自己生活津贴塞给患者”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
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
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
——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幸福
的。 ”这是雷锋日记中记载的一段话，很多人
对雷锋的这种几乎是倾尽自己一切奉献给人民
的精神难以置信，但是刘斌说，雷锋确实是那样
一个人，助人为乐毫无保留。

有一天雷锋又来到了医院，他拿来了一双
新袜子要捐给患者，刘斌劝他留着自己穿，雷锋
一拽自己裤腿说：“你看，我有袜子穿，有一双就
够了，这双新的捐给没有袜子穿的人吧。”刘斌
一看雷锋露出的袜子，上面打满了补丁，但是他
却很乐观，认为自己有袜子穿就是幸福的人，要
把部队发的新袜子捐给别人。

刘斌又把雷锋领到了病房，雷锋亲自把袜

子给一位老人穿上。这时同病房的另外一位患
者有些“嫉妒”，说自己也非常困难，雷锋马上决
定为老人留下点钱，但是雷锋翻遍自己所有衣
兜才掏出两元钱，雷锋非常不好意思地把这两
元钱塞到了老人兜里。

那时，刘斌已经知道雷锋的名字，也知道他
在哪个部队，她知道这两元钱是非常珍贵的，因
为雷锋一个月的生活津贴也就只有6元钱。从
那之后，雷锋经常把自己的生活津贴攒下来，10
元、20元的拿到医院捐给困难患者。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雷锋一生中非常节
俭，他的每件衣服、每双袜子，都是补了又补。
部队发夏装，规定每人两套，他只领一套，他曾
说“我们的国家还穷，穿破了的衣服补好了再
穿，省下衣服交给国家，这样既减少国家开支，
又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4“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来帮忙干活”
雷锋不断地把自己从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食

物、袜子、衬衣、生活费拿到医院送给患者，医院
的人都认识了这个可爱的小战士。

雷锋不仅仅到医院捐献，一有时间还帮医
院打扫卫生。“医院卫生有清洁工打扫，但是雷
锋来了总是抢着干，不怕脏，不怕累，好像总是
有使不完的劲儿。”刘斌说雷锋真的一直在践
行他说过的话：一滴水只有融进大海才不会干
涸，一个人只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去才能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实质，也是雷
锋精神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持久活力的源
泉。

雷锋做好事渐渐出了名，原来他不光是在
一个地方做好事，他是走到哪做到哪。一次，
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 5点多
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披上雨衣上路了。路
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
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
上的雨衣披在女子的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她
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
发抖，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女孩穿
上，又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
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
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
你呀！”

5“雷锋受伤太重，我没将他抢救过来”
在刘斌老人心中，一直埋着一生中最

大的遗憾，那就是雷锋受伤太重，她没能救
活。

1962年 8月 15日，这个日子刘斌一直清
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雷锋在部队意外受
伤，就近送到抚顺西部医院时，头部已经流
了很多血，看着平日那么熟悉的小战士倒下
了，刘斌非常心痛，焦急万分，作为院长也是
医生的她当即下令马上腾出一个急救室抢
救雷锋。

当时，由于体温过高，雷锋抽搐昏厥，
刘斌贴到他鼻子处几乎听不到呼吸，刘斌
见此情况，便让雷锋部队的副连长下楼买
一些冰棍。冰棍买回来后，放在了雷锋的
脖子下和额头上，体温降下来，可呼吸停止
了。刘斌马上亲自上前为雷锋做人工呼
吸，就这样雷锋呼吸又恢复了，但是仍旧很

微弱。
查看雷锋伤势后，刘斌说：“伤势很重，

是颅骨骨折，内部出血，有生命危险，得立
即做手术。我们医院做开颅手术不行，得
派人到沈阳军区总院，把脑外科段主任请
来。”于是副连长和团军务股长飞速赶往沈
阳。

此时西部医院的医生们开始了最后的抢
救，这时雷锋十多分钟抽搐一次，后来达到五
六分钟一次，之后就中断了呼吸。

刘斌迅速命人把雷锋气管割开输氧气。
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急救，刘斌拿起听
诊器在雷锋胸前做了最后的诊断，确定雷锋
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间是 1962年 8月
15日12时5分。

医院里的患者得知雷锋牺牲的消息都悲
痛欲绝，大家自发参与葬礼为雷锋送行。

6“雷锋精神伴随我们家几代人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