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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春雷鸣动，燕子北归。3 月，

也迎来了第 61 个学雷锋纪念日。其

实，不只是 3 月，四季更迭，许许多多

以雷锋为榜样的人们，始终在学雷锋

的路上笃定前行。

1963 年 3 月 5 日 ，毛泽东同志发

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

锋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雷锋精神

被一代代赓续传承，成为超越时代的

精神坐标，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雷锋，1940 年出生在湖南望城县

（现长沙市望城区）一户贫困的农民家

庭，7 岁时成为孤儿。1960 年 1 月，雷

锋应征入伍。他热爱集体，关心战友，

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

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

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的身上，有信念的力量、大爱

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而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亦是

怀着爱党爱军爱人民的信念，以大爱

的胸怀、忘我的精神为国防贡献、为人

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无疑

也是一位双拥模范。

学雷锋的人，常具有浓浓的双拥

情怀。今年的军队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预备人选中，韩峰关爱驻地孤寡老

人，热心公益；何敏行走高原为群众义

诊，倾心爱民。放眼全国，各地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数不胜数，他们积极服务

军属、关爱老兵、为烈士寻亲……在许

多地方，退役军人组成志愿服务队，脱

下军装依然不改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本

色，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积极行动、倾

情奉献，以实际行动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进步。学雷锋的军民越多，双拥工

作也就越有生命力，军政军民关系也

更加坚如磐石。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雷锋是党员的榜样、官兵的榜

样，也是双拥人的榜样。春风骀荡，

我们喜见越来越多的学雷锋活动蓬

勃开展，为军民送去关爱；我们也盼

望着双拥人以雷锋为榜样，以赤诚之

心和忘我精神投入到新时代双拥工

作中去。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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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温煦，这天是立春以来难得的

好天气。中原大地一个村庄的广场上，

热闹得像集市一样。

“阿姨，三轮车胎补好了。”

“小朋友，叔叔给你理一个帅气的

发型好不好？”

海军某部多支“雷锋小分队”正在

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医疗咨询、理发、

用品维修等服务点上，官兵为群众一一

热心服务。

该部官兵学雷锋热情高涨，与他们

身边有一位榜样密不可分——三级军

士长韩峰。多年来，韩峰义务照顾驻地

孤寡老人、热心公益，传为佳话。今年

初，韩峰被评选为军队全国道德模范候

选人预备人选。

“我也把自己当作他
的亲儿子”

提起韩峰，该部驻地敬老院的老人

们有说不完的话：“小韩就是我们的自

家人”“有什么事，给他打个电话就来

了”“头疼脑热，我第一个想到他……”

笑容腼腆的韩峰，是敬老院 100 多

位孤寡老人可靠的“兵儿子”。

韩 峰 与 老 人 们 的 缘 分 ，始 于 2008

年 夏 天 。 那 天 ，韩 峰 请 假 外 出 途 经 一

所 中 学 ，看 到 一 位 老 人 倒 在 路 边 不 省

人 事 。 他 背 起 老 人 送 往 医 院 ，并 垫 付

了医药费。

幸运的是，这位名叫高明试的老人

身 体 并 无 大 碍 ，只 因 天 气 炎 热 有 些 中

暑。得知 73 岁的高明试独居在家，从那

以后，韩峰只要没有任务，每周外出时

都去看望他。

几年间，他先后多次送老人到医院

治疗，陪护照顾。“医院的人都以为我是

他亲儿子。”韩峰说，“我也把自己当作

他的亲儿子。”

一 次 ，韩 峰 冒 着 大 雨 为 高 明 试 整

修漏水的屋顶，由于风大雨急，不慎摔

落，腰部受伤。老人感动又心疼，找到

村委会帮忙，做了一面“当代雷锋，再

现 军 营 ”的 锦 旗 送 到 韩 峰 所 在 部 队 。

这 时 ，战 友 们 才 知 道 ，身 边 竟 有 一 位

“活雷锋”。

“由于部队任务的特殊性，我有时

可能一两个月都不能去照看老人，非常

担心他的身体状况。”2010 年 8 月，为了

让高明试安度晚年，韩峰到驻地一家敬

老院协调办理老人入院事宜。来到敬

老院，韩峰才得知有许多孤寡老人常年

居住在这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

有 老 去 那 一 天 ，我 想 着 能 帮 一 点 是 一

点。”从那天起，韩峰成了敬老院的“常

客”，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敬老院

为老人们打扫卫生、检查身体。为方便

联系，他将自己的联系方式贴在敬老院

的墙上；为帮助一些老人缓解病痛，他

还学习了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理疗

技能。

“个人能做的事挺微不足道的。”面

对赞誉，韩峰总有些不好意思，“这些孤

寡老人平时缺少家人关心，我愿做他们

的 家 人 ，让 他 们 的 晚 年 过 得 更 舒 心 一

些。”

点滴关怀，为孤寡老人带来许多慰

藉。2022 年，一位患病多年的老人在弥

留之际，还呼唤着韩峰的名字，想再见

一次“兵儿子”。

“不求轰轰烈烈，但
愿润物无声”

寒 来 暑 往 十 六 载 ，大 爱 为 基 德 为

峰。

把学雷锋做好事当成人生追求，十

多年间，韩峰除了义务照顾 100 多位孤

寡老人，还默默坚持爱心捐款：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韩峰将 3 个月的津贴捐

给灾区；2013 年 2 月，在电视中看到一

位爱心人士收养 39 名残障儿童的事迹，

韩峰把银行卡上仅剩的 500 多元汇入资

助账号……

2022 年，敬老院 153 名老人联名写

下 感 谢 信 ，感 谢 韩 峰 多 年 来 的 关 心 照

顾。韩峰却始终坚持自己只是做了一

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不求轰轰烈烈，但愿润物无声。”

说起这些“小事”，韩峰总是脸上带笑，

“我做得不多，从中感受到的快乐与幸

福却很多。”

韩 峰 的 小 女 儿 患 有 先 天 性 疾 病 。

2019 年，军地出台对军人家属的医疗优

待政策，经过针对性治疗，女儿的身体

逐渐好转。

“得到过组织的帮助，感受过社会

的温暖，只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韩峰说。

2021 年 7 月 ，河 南 郑 州 突 降 特 大

暴 雨 ，在 郑 州 休 假 陪 女 儿 看 病 的 韩 峰

立刻报名担任志愿者；去年 8 月，河北

涿 州 受 洪 灾 影 响 ，他 又 向 涿 州 汇 出 一

笔捐款。

今年年初，韩峰资助了驻地一所小

学的两名困难学生，得知资助人是一位

解放军叔叔，两名学生坚持要当面表示

感谢。

那天，韩峰到学校给两名学生送学

习用品，一名学生拿出红领巾，走上前

说：“叔叔，我想给你戴上红领巾。”

“ 我 明 白 ，这 是 学 生 最 真 挚 的 谢

意。”韩峰蹲下身，让学生给他戴上红领

巾。两人向韩峰敬了少先队队礼，韩峰

回敬一个军礼。

手臂抬落之间，深情无声涌动。

“把雷锋精神的火种
传递给更多人”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伴着清脆的歌声，记者走进该

部驻地一所小学，“雷锋小分队”成员郭

磊正在和学生们一起学唱歌曲《学习雷

锋好榜样》。

“我们是在韩班长的感染带动下组

成小分队的。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

一直做好事，大家都非常敬佩他十几年

如一日的坚持。”郭磊告诉记者，在韩峰

的影响下，该部先后成立多支“雷锋小

分队”为驻地群众开展志愿服务。他们

常态化走进驻地校园，为学生讲述雷锋

故事，传承雷锋精神。

“没有韩峰大哥和‘雷锋小分队’就

没有现在的我。”大学生王亮曾得到“雷

锋小分队”的资助。2014 年，就读高二

的王亮因父亲遭遇交通事故，家庭经济

负担沉重，被迫辍学。“雷锋小分队”官

兵得知此事后，纷纷自发捐款。韩峰也

到他的家中探望，鼓励他回校园完成学

业。

复学后，王亮和韩峰一直保持着联

系。如今，大学毕业的王亮也积极参加

各类公益活动，成为小分队的“编外成

员”。“因为我想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

的人。”王亮说。

用爱心传递爱心，雷锋精神的火种

在更多人心中点燃。越来越多的官兵积

极投身学雷锋活动，“雷锋小分队”逐渐

壮大。逢年过节走访孤寡和独居老人，

开展爱心义诊，免费发放常用药品……

几年间，该部“雷锋小分队”累计为驻地

开展公益服务活动数百次。

“大家团结起来，能为群众做的事

情更多，也能把雷锋精神的火种传递给

更多人。”韩峰说。

今年，韩峰被评选为军队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预备人选，“雷锋小分队”更

受鼓舞，到驻地各村走访服务的计划排

得很满。

“有了榜样，大家就有了努力的方

向。”该部领导介绍，在身边榜样的影响

带动下，该部掀起学习雷锋的新热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训练标兵、专业能手

涌现出来，单位建设向上向好。

上图：海军某部“雷锋小分队”成员

开展服务活动后与群众合影。

肖腾达摄

与驻地100多位老人结对，所在部队组建多支“雷锋小分队”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军队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预备人选、海军某部三级军士长带动战友服务群众—

扶老助困道不孤
■本报记者 彭冰洁 通讯员 黄博晟 宋紫栋

“真没想到，这么周到！”得到驻地村

民的夸赞，陆军某旅“服务轻骑小队”负

责人、“二等功臣连”指导员孙敖心中满

是喜悦。

理发维修、卫生清洁、文艺表演……

“服务轻骑小队”人员虽然不多，但分工

明确，为群众提供各项志愿服务。日前，

他们又来到驻地敬老院，开展义务巡诊、

慰问演出等活动。

“张大爷，您看着手机摄像头，听到

‘咔嚓’一声就好了！”为张大爷检查完

身体，小队成员张建敏帮他打开手机页

面，协助他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线

认证。

张建敏是一名卫生员，今年是他在

卫生员岗位工作的第 4 个年头。得知要

去驻地敬老院开展学雷锋活动，张建敏

第一个报名，整理好医疗器械，做好巡诊

准备。

“大多数老人都不会网上认证。我

在检查完老人身体后，帮助他们完成认

证。”张建敏说。

一个音响，3 个麦克风。这是文艺

轻骑小队的全部家当。小队的“明星”们

都是来自基层的文艺骨干，成长在基层

一线，有一定的文艺特长。出发前，小队

成员利用点滴时间编排节目，多次与敬

老院沟通，搭建乡村舞台，探索老人们喜

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悦耳的乐曲，欢快

的节奏，赢得老人们和其他观众的阵阵

掌声。

演出间隙，小队还穿插组织团体心

理辅导展演。在“泡泡糖”游戏中，团队

成员手牵手围成一个大圈，听从主持人

的口令进行游戏。温馨互动中，整个院

子充满了欢笑声。

演出结束后，小队成员、下士李嘉程

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张老人露出笑容的

照片，写道：“太有成就感了。”

近 年 来 ，该 旅 结 合 送 文 艺 演 出 、

送 义 诊 服 务 、送 心 理 疏 导 等 服 务 ，将

学 雷 锋 活 动 与 立 足 岗 位 成 长 成 才 有

机 融 合 ，持 续 激 励 官 兵 建 功 军 营 、争

当“雷锋传人”。

陆军某旅开展学雷锋活动

“轻骑小队”唱响爱民歌
■孙顾峰 张皓昱

2 月 26 日，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

在福建省上杭县庐丰畲族乡中坊小学，

全体师生举行仪式，迎接“八一爱民学

校”牌匾落户学校荣誉墙。

“这是第 10 块牌匾了。”中坊小学教

师黄丽珠看着一块块金色的牌匾，向记

者如数家珍地介绍，“这是上杭县颁发

的‘素质教育合格学校’、这是龙岩市颁

发的‘农村示范小学’、这是福建省颁发

的‘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我

们 还 是 福 建 省 首 家 少 数 民 族‘ 少 年 军

校’。这么多年，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

学校发展越来越好，这与子弟兵的关心

帮助分不开。”

10 块牌匾的背后，倾注着无锡联勤

保障中心某部官兵 27 年“学雷锋、献爱

心”的真情关爱。

闽 西 革 命 老 区 是“ 红 军 之 乡 ”，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坊村是有名的山

区 贫 困 村 ，村 小 学 办 学 条 件 十 分 简

陋 。 1997 年 ，该 部 官 兵 到 中 坊 村 驻

训 ，村 民 们 虽 然 生 活 拮 据 ，却 拿 出 存

粮 补 贴 官 兵 、主 动 担 任 向 导 ，积 极 支

持部队开展训练。在与村民们的交流

中 ，老 区 教 育 事 业 的 落 后 触 动 了 官 兵

的心。

“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

代。”在上级和友邻单位的支持下，该

部官兵发起“回馈老区百姓、反哺红土

新苗”活动，为中坊小学捐资建设“劲

旅 教 学 楼 ”。 听 说 部 队 要 给 孩 子 们 新

建教学楼，当地村民自发前往工地，清

理场地、挖土铺路。没过多久，中坊小

学的学生就搬进了明亮、宽敞、安全的

新教学楼。

“我们都叫这栋楼‘同心楼’，在它

建成前这里只有 3 间土房。”学校的老教

师赖贞红向记者介绍校园这些年来翻

天覆地的变化，“军民同心，带来的变化

令人惊喜。”

27 年来，部队官兵捐款捐物，致力

于 改 善 学 校 教 学 条 件 。 在 官 兵 支 持

下 ，中 坊 小 学 成 为 全 县 首 个 实 现 互 联

网 多 媒 体 教 学 、拥 有 标 准 化 塑 胶 运 动

场的村级小学；被省、市表彰为义务教

育 管 理 标 准 化 学 校 、农 村 示 范 小 学 。

这些年来，共有 200 多名受到该部官兵

资 助 的 中 坊 村 学 生 考 入 大 学 。 2020

年 ，部 队 被 表 彰 为 全 国 拥 政 爱 民 模 范

单位。

“2021 年 9 月我从赖旭文老校长手

里接过‘沉甸甸’的接力棒，加强和部队

共 建 交 流 ，争 取 办 学 更 优 质 、更 有 特

色。”该校校长李智勇说，“近几年，部队

不仅帮我们改善学校教学设施等硬件

条件，更从精神上关怀畲乡孩子，帮助

学生们铸魂励志。”

官兵发现，学校里少数家庭困难学

生 和 留 守 儿 童 易 出 现 自 卑 、敏 感 等 心

理。因此，在做好援建工作的基础上，

他们着眼学生健康成长，和当地教育部

门一起，组织学生到古田、才溪等地开

展红色教育行活动，在学校成立福建省

首家少数民族“少年军校”，选派素质全

面的官兵担任“军训辅导员”，定期到学

校普及国防知识，开展军训、组织军体

运动等特色活动，着力培养山区孩子自

信自强自立的品质。

操场上，整齐走队列的“少年军校”

学生口号响亮 ；教室里，《少年军校校

歌》歌声飘扬。荣誉墙上的 10 块牌匾，

映照着山区学生求知奋进的道路。

左上图：该部官兵与中坊小学学生

在一起。 殷 德摄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官兵27年书写助学故事—

“少年军校”的第 10 块牌匾
■徐国建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特约记者 尤昕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