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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炮兵观测员，战斗中，

我 和 战 友 萧 春 波 引 导 我 方 炮 兵 打 击

准备夺取松骨峰的美军……”新学期

伊始，一堂以《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担

负 强 国 复 兴 使 命》为 题 的 国 防 教 育

课，在江苏省阜宁县实验小学向阳路

校区的德育大礼堂开讲，主讲人是年

过 九 旬 的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祖 钦 礼 。 鲜

活 的 故 事 、生 动 的 授 课 ，赢 得 台 下 师

生阵阵掌声。

1950 年 10 月，祖钦礼随中国人民

志愿军入朝作战，先后参加大小战斗 50

余次，历经战火硝烟。在阜宁县，有不

少老兵活跃在国防教育宣传一线，他们

都来自同一个团体——县退役军人思

政教育志愿服务队。

“退役军人思想觉悟高、政治素质

好，组织他们到中小学开展宣讲是提

升学校国防教育质效的有力举措。”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童广斌介绍，2020

年 8 月，他们联合县人武部、教育局等

部门，吸纳退役军人组成思政教育志

愿服务队，定期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

育，在学生心中播撒爱党爱国爱军的

种子。

为规范志愿服务活动，该县军地

联合出台《阜宁县退役军人进校园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志愿服务章程》，对志

愿服务队的组织架构、人员选培、主题

设置等作出规范，明确聘请专业培训

教师围绕宣讲稿撰写、宣讲语言表达

等，开展专题辅导、视频教学，通过试

讲试教考核的人员方能上岗。

“提升国防教育质效，不仅宣讲员

队伍素质要过硬，还需要管用好用的

工作模式作支撑。”童广斌介绍，该县

积 极 探 索 学 校“ 点 单 ”、职 能 部 门“ 派

单”、志愿服务队“接单”的“点单式”授

课模式，进一步明确授课内容选择、责

任区域划分，实现国防教育开展与学

校需求的有机融合。

“刘典曾服役于海军某部，多次被

评为‘四会’教练员，不少学校点名请

他去宣讲……”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张

猛向笔者介绍，近段时间，志愿服务队

队员刘典迅速“走红”，他的课程《百年

航母梦》包括观看动画短视频、军事装

备知识问答、动手制作舰艇模型等内

容，在寓教于乐中传播国防知识，深受

学生欢迎。

“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累计开

展宣讲 38 场，受众达 1 万余人次。队员

也由最初的 12 人发展到如今的 24 人。”

张猛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创新方式

方法，持续为学校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贡献老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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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爷爷，我们带今年上半年征兵

体检、政审‘双合格’青年来看您了！”

元宵节前夕，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

武部组织 6 名预定新兵，看望慰问辖区

89 岁抗美援朝老兵曾伏生。

“都是好小伙！”看到前来的准新

兵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曾伏生高兴地

把一行人迎进家门。

客厅茶几上，一些物件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抗美援朝

慰问纪念章等奖章，还有一个印有“赠

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杯。

“这些物件父亲从不轻易示人，这

次 听 说 你 们 过 来 ，才 愿 意 拿 出 来 展

示。”曾伏生的女儿曾小萍说，父亲 15

岁参军入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47

军 141 师山炮营担任通信员，因作战英

勇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三等功。

听到这里，曾伏生主动讲起当年

的战斗细节：“我的左腿被敌人的子弹

击穿，流了很多血，卫生员紧急帮我止

血，我咬紧牙关继续战斗，直到打退敌

人……”曾伏生卷起裤管，小腿上的疤

痕依然清晰可见。

听着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预定

新 兵 曾 文 超 问 道 ：“ 当 时 您 不 害 怕

吗 ？”曾 伏 生 回 答 ：“ 顾 不 上 怕 ，战 斗

打响后战友们都奋不顾身往前冲，自

己也不能怂！当年，我们誓死坚守阵

地 寸 土 不 让 ，如 今 ，保 家 卫 国 的 接 力

棒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早日建功

军营。”

“我会像您一样在部队好好干，为

家乡增光添彩”“我会尽快适应部队生

活，在军营留下精彩的青春印记”……

预定新兵们纷纷表示，一定会接过老

前辈手中的“钢枪”，带着殷殷的嘱托

踏上从军路。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访慰问—

“接过前辈手中的钢枪”
■金华滚 肖 腾

22月下旬月下旬，，四川省资阳市举办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四川省资阳市举办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共有共有 300300余家余家

企事业单位参与企事业单位参与，，12001200余名退役军人及军属余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陶俊伶陶俊伶摄摄

2月下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军地联合开展中小学校长进

军营活动，在观摩武器装备、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官兵作风中增

强国防观念，密切军政军民团结。

右图：体验自动步枪瞄准。

下图：观摩队列训练。

许金永、吕衍海摄影报道

中小学校长进军营

“1960 年 1 月，雷锋应征入伍到原

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是我去

营口火车站把他接到部队……”初春，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武部营院，一

场 以《弘 扬 雷 锋 精 神 做 新 时 代 雷 锋

兵》为主题的动员宣讲会如期举行。

台上，“弘扬雷锋精神宣讲团”成

员、雷锋生前战友张时扬一身老式军

装，身姿挺拔，声音洪亮，勉励预定新

兵建功军营，争当雷锋式好战士。台

下，10 余名预定新兵整齐列队，聚精会

神聆听宣讲。

这是“弘扬雷锋精神宣讲团”开展

雷锋精神宣讲的生动一幕。宣讲团团

长韩晓东介绍，宣讲团成员都是雷锋

生前战友，他们因“雷锋”聚到一起。

1958 年至 1973 年，雷锋生前所在

部队团部驻扎营口，不少官兵退役后

留在当地工作生活。时间到了 20 世纪

末，以营口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雷锋

在营口的史志材料为契机，营口的“雷

锋团”老兵们取得联系。再次相聚，他

们不约而同地坚定一个信念：让雷锋

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让雷锋精

神代代传承。2007 年，在营口市站前

区关工委支持下，这个以 13 名雷锋生

前战友为主体的“弘扬雷锋精神宣讲

团”正式成立。

如今，宣讲团成员平均年龄 80 岁

左右，但他们宣讲雷锋事迹、践行雷锋

精神的脚步从未停歇。

曾任宣讲团团长的张国安为了不

让有关雷锋的珍贵回忆散失，从 2019

年起，86 岁的他坚持撰写雷锋精神宣

讲稿 100 余篇，整理上一任团长杜玉琛

留下的雷锋事迹材料 5 万余字。“他坐

在书房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谁劝他休

息 都 没 用 。”张 国 安 的 儿 子 张 战 斌 回

忆。

“父亲常常跟我讲起他和雷锋一

起参加抗洪抢险的经历，那时雷锋带

病奋战 7 天 7 夜，洪水不退决不休息。”

受父亲的影响，张战斌组织成立了“营

口市雷锋志愿者骑行运动车队联盟”，

经常和队员们一起走进孤儿院、敬老

院，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台 上 讲 雷 锋 、颂 雷 锋 ，台 下 学 雷

锋、做雷锋。抗战老兵马天宝因战斗

留下伤病，晚年即使行走困难，仍坚持

开展宣讲活动，还到住处附近的农贸

市场主动担任义务物价监督检查员。

一段时间下来，农贸市场没出现缺斤

少两的现象。

奋战在不同战线的老兵书写着不

同的雷锋故事，雷锋精神的磁场效应

也日益凸显。2010 年，热衷于收藏雷

锋文献资料的退役老兵王文起，在宣

讲团成员帮助下建起雷锋展览室，先

后为 4 万余人讲述雷锋故事。2011 年，

区关工委工作人员张运平，受领任务

为雷锋生前战友拍摄宣讲照片。听完

宣讲深受感动，他当即申请加入宣讲

团，希望为弘扬雷锋精神出一分力。

截至目前，宣讲团已累计宣讲 500

多场次，受众达 12.6 万人。“坚持讲好雷

锋故事、传承雷锋精神，不仅能唤起人

们曾有的温暖回忆，更能激励人们主

动践行雷锋精神，以实际行动续写新

时代的雷锋故事。”韩晓东说，他们愿

做一株株蒲公英，在营口这片热土上，

倾力播撒大爱的种子，让雷锋精神在

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辽宁省营口市雷锋生前战友坚持讲好雷锋故事—

永不退役的“雷锋兵”
■刘 洋 杨 龙 本报记者 范奇飞

春风拂槛，煦日融融。第 61 个学

雷锋纪念日前夕，山东省费县学雷锋

志愿者协会一行人，早早出发来到上

冶镇上冶一村，看望在“雷锋团”服役

中士吴汶骏的父母，送来米、面、油等

生活物品。

“东西不多，但这是我们对‘雷锋团’

官兵的一点心意！”“这么大老远过来，辛

苦你们了！”寒暄过后，吴汶骏的父亲拿

起手机和儿子视频通话，鼓励儿子在部

队好好干，不能给“雷锋团”抹黑。

“我们与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服役

的本籍官兵结成帮扶对子，为官兵家

庭解忧帮困，激励他们做雷锋式的好

战士。”该协会会长徐忠田介绍，作为

“雷锋团”的退役老兵，他们矢志不渝

践行雷锋精神，对军烈属、参战人员、

伤残人员、困难退役军人进行帮扶，这

一帮就是近 20 年。

1992 年冬，费县 100 名优秀青年到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服役。这批战士陆

续退役返乡后，把雷锋精神带回家乡，

积极开展走访慰问军烈属等学雷锋活

动，带动全县学雷锋活动走向深入，并

于 2015 年学雷锋纪念日当天，成立学

雷锋志愿者协会，以实际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

近年来，协会逐渐形成“一人一台

账”“一户一措施”“一组一活动”工作

模式，建立“县协会+乡镇牵头人+村志

愿者”帮扶联系机制，先后走访慰问伤

残军人近 300 人次、烈属 56 人次、现役

军人家庭 628 户，为 72 名困难老兵解忧

帮困。

“多亏了这些学雷锋志愿者，要不

然我的西瓜就烂在地里了……”烈士

徐鹏龙的父亲徐兴义说，去年夏天，他

家地里的西瓜成熟，由于找不到销路，

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求助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在服务站工作人员协调下，

徐忠田当天就带领 38 名志愿者赶来，

不仅联系了销售商，还帮忙采摘、装运

西瓜。

协会还常年资助困难学生。2 月

25 日，新学期开学前一天，协会 5 名志

愿者再次来到该县荷花湾村，给长期

结对帮扶的曹大宝、曹二宝兄弟俩送

文具、书包和《雷锋的故事》等书籍，鼓

励他们好好学习。7 年前，协会志愿者

杨德山通过朋友了解到，因父母患有

疾病，曹大宝、曹二宝和爷爷奶奶一起

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在杨德山

的动员下，协会志愿者与兄弟俩结对

帮扶，定期到家中送助学金及学习用

品，给兄弟俩讲雷锋故事。如今，他们

在 县 里 一 所 学 校 就 读 ，成 绩 名 列 前

茅。“我也要成为像雷锋叔叔那样乐于

助人的人！”曹大宝大声地说。

在雷锋精神的熏陶下，费县志愿

服务行动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退役

军人加入协会，目前注册志愿者已达

480 人。在协会带动下，县里相继成立

兵 锋 应 急 救 援 队 、退 役 军 人 先 锋 队 、

沂蒙新红嫂志愿服务团等 8 支志愿者

服务队，他们经常活跃在费县的街头

巷 尾 ，有 的 协 助 交 警 管 理 交 通 ，有 的

捡拾路边垃圾，有的向群众普及法律

知识……“志愿红”成为这座县城一道

亮丽的风景。

截至目前，协会共组织开展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 1000 多场，服务总时长

达 3500 多小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徐忠田说，他们

将组织更多形式新颖、有意义、有实效

的公益活动，让学雷锋、做雷锋在费县

蔚然成风。

山东省费县籍“雷锋团”官兵退役后接力践行雷锋精神——

温暖四季的“雷锋情”
■王坤乾 韩仁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