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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

军媒视窗

“追锋亭”里颂雷锋

立新实验小学是一座有着百年校

史 、红 色 底 蕴 深 厚 的 学 校 。 今 年 3 月

初，该校启动了以“同走红色之路，同访

红色人物，同悟红色初心”为主题的“我

和校长的红色之旅”活动，校长张文卓

带 领 8 名 少 先 队 员 走 进 了 雷 锋 生 前 所

在连队。

其实，该校师生对雷锋生前所在连

队并不陌生。一年前，他们就和连队官

兵视频连线，在“云端”参观了“雷锋班”

宿舍和雷锋生前所在连队荣誉室。

2023 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为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寒假期间，五

年级老师孙颖在家长微信群里向学生们

分享了一组系列报道《追寻雷锋》，其中

提到 60 年间有来自各地的 47 万封信寄

往“雷锋班”。

“我也想和雷锋叔叔说句话”“能不

能 把 我 们 学 雷 锋 的 故 事 告 诉 雷 锋 叔

叔”……得知部队里有一个“雷锋班”，不

少学生表达了也想给雷锋叔叔写封信的

想法。

“大家都说说该怎么写？”“雷锋叔叔，

我想带您看看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雷锋叔叔，我们学校在评比追‘锋’少

年，我要努力争当这一期的雷锋式好少

年……”开学后不久，一封五年级学生共

同撰写的信件，交给了孙颖老师。孙颖

辗转联系上雷锋生前所在连队政治指导

员侯伟，并约定与连队官兵开展一场“学

习雷锋精神，争做时代新人”的线上主题

交流活动。

“雷锋班”授称锦旗、保留至今的雷

锋铺……活动现场，师生们跟随屏幕上

“雷锋班”战士的介绍，一起回顾雷锋奉

献的一生，感悟雷锋的精神世界。那一

刻，学校“追锋亭”展板上“团结友爱、诚

实守信、助人为乐、乐观向上、奉献爱心”

的标语、《学习雷锋好榜样》歌词的内涵，

在学生们脑海中都有了一幅幅生动形象

的画面。

“追锋亭”，是 2022 年立新实验小学

为推动“雷锋精神进校园”修建的一座红

砖廊亭，是学生们平时交流学习雷锋心

得体会的场所。诵读《雷锋日记》，学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制作雷锋画像手工

作品，分享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

感受……在“追锋亭”里，学生们立下从

小学雷锋、长大做先锋的志向。

最美课堂在路上

红色之旅传薪火，最美课堂在路上。

“新时代的雷锋传人是怎样开展学

雷锋活动呢？”视频交流活动中，立新实

验小学的“小记者”采访了千里之外的雷

锋生前所在连队官兵。今年 3 月初，该

校参加“我和校长的红色之旅”活动的 8

名少先队员代表走进连队，找到了答案。

这座军营里，处处有雷锋——

漫步营区，展板、挂像等雷锋元素随

处可见，“岗位学雷锋，强军当先锋”的标

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雷锋文化体验广场，8 名少先队

员 向 雷 锋 雕 像 献 上 花 篮 。 走 进“ 雷 锋

班”宿舍，一张空着的床铺吸引了师生

们的目光。“雷锋班”第 27 任班长牟振华

介绍，这就是雷锋铺，上面放着雷锋当

年用过的军被和穿过的军装。

五年级学生宿凯淇注意到，被子上

有缝补的痕迹。“雷锋叔叔真的很节俭，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勤俭节约的

好习惯也不能丢。”宿凯淇说。

这座军营里，处处学雷锋——

“最美奋斗者”奖章、国际军事比赛

外军组第一名奖牌、联合国和平荣誉勋

章……“雷锋班”荣誉柜前，师生们被新

时代雷锋战士的风采深深吸引。

“作为军人，训练场就是弘扬雷锋精

神的主阵地，军功章是当好雷锋传人的

最好见证。”牟振华介绍，“雷锋班”荣立

集体一等功 4 次、二等功 5 次、三等功 29

次，“‘雷锋班’的战士，最大的愿望是给

老班长争光，用自己的军功章为‘雷锋

班’添彩。”

雷锋生前所在连队荣誉室里，展示

着一个“账本”，里面整齐贴满了 500 多

张汇款回执单。“那是‘雷锋班’第 26 任

班长发起的爱心团队这些年捐资助学的

见证。”“雷锋班”副班长顾元超向师生们

介绍，“‘雷锋班’还开展了‘雷锋存折’

‘爱心字典’等十余项公益活动，希望用

一桩桩‘小善’汇聚大爱，传播雷锋精神

正能量。”

荣誉室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区。师

生们望着眼前整整一面墙的书信，驻足

凝思。这面墙的左右两侧和顶端被分割

成数十个格子，里面密密麻麻装满了信，

墙面中央集中展示着不同年代、寄自各

地的十几封代表信件。

“61 年 来 ，有 47 万 余 封 信 寄 给‘ 雷

锋’，最长的信写了 128 页，有的是需要

翻译的盲文，还有的信件是漂洋过海而

来。”顾元超说，“雷锋班”战士悉心保管

这些信件，墙上遴选展示的有近 2 万封。

五年级学生杨馥宁拿出手机扫描墙

上的二维码，发现不仅能直接阅读书信

的电子版、查看原件影印照片，还可以通

过语音收听信件内容。杨馥宁感慨地

说：“雷锋叔叔是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

希望雷锋精神传播得越来越广。”

参观活动结束时，张文卓校长拿出

两张提前准备好的“聘书”颁给两名“雷

锋班”战士，聘请他们担任学校的校外辅

导员。8 名少先队员点击“雷锋校外辅

导员分布图”电子屏，开心地发现屏幕上

弹出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

学”的字样。

雷锋精神润校园

带着对雷锋的崇敬，学生们踏上归

程。返回校园，他们把参观的所见所闻

通过视频等方式与全体师生分享，带动

身边的同学开展各式各样的学雷锋活

动。小手绘雷锋、创意践雷锋、镜头述雷

锋……丰富多彩的追“锋”活动，让雷锋

精神如春风化雨，浸润校园每个角落。

3 月 29 日，牡丹江市委宣传部向立

新实验小学捐赠一尊雷锋塑像，鼓励学

生们继续传承雷锋精神。写给雷锋生前

所在连队官兵的信中，学生们也告诉他

们这个好消息。

八一建军节前一天，雷锋生前所在

连队官兵收到了学生们寄来的书信和礼

物。“雷锋班”战士蒋佳恒执笔给学生们

回信——

“雷锋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对待同

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平时身边的同

学遇到困难时，要伸出援手，既帮助他

们，也快乐了自己。只要人人都以雷锋

为榜样，相信雷锋精神一定会广播在祖

国大地上。”

今年 3 月，我有幸参加了“我和校长

的红色之旅”，更令我激动的是走进了雷

锋生前所在连队。你们的讲述，让我明

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雷锋叔叔那样照

亮他人的一束光。我要把这种爱心和温

暖传递下去，无论是在学校课堂上帮同

学解答那些让人头疼的难题，还是在日

常生活中给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我都想

成为小小的“雷锋”，给生活加点“糖”，让

世界因为我而更加美好。

——立新实验小学学生 白 格

参观“雷锋班”宿舍时，我听到雷锋

叔叔勤俭节约的故事，看到“雷锋班”的

“三件宝”，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下

决心一定要认真向雷锋叔叔学习。一方

面，我要从自己做起，不随意向爸爸妈妈

要零花钱，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全国更需

要的小朋友；另一方面，我会时刻提醒同

学们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节约每一张

纸、每一度电，努力培养节俭的习惯，将

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立新实验小学学生 金朱宇泽

图①：2023 年 3月，立新实验小学学

生在“追锋亭”手绣雷锋像。

图②：2024 年 7月，雷锋生前所在连

队官兵阅读立新实验小学学生来信。

图③：2024 年 3月，立新实验小学学

生在“雷锋班”宿舍参观时与官兵合影。

制图：扈 硕

供图：吕鉴霏、王者君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与第 79集团军某旅雷锋生前

所在连队携手弘扬雷锋精神——

追“锋”之旅的双向奔赴
■王立军 刘姝婷

最近，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武部举

办“一专多能”在岗业务拓展培训。由于

我在人武部负责新闻报道工作，领导便安

排我与参训人员进行一次交流。

翻找资料时，我在家中书柜底部找

出一本尘封已久的相册。相册扉页，嵌

着一张我肩扛少尉军衔、手持《解放军

报》为基层报道员授课的照片。看着照

片，我的思绪不由回到那段“初出茅庐”

的青葱岁月。

这张照片，是 2007 年 4 月我参加当

时所在团新闻报道培训班时，报道组战

友拍下的。其实，那时我从军校毕业还

不满两年，从排长岗位被抽调负责团里

新闻宣传工作还不到一年。

2006 年 8 月，团宣传干事岗位出现

空缺。我作为连队新闻报道员，被指导

员推荐参加团里组织的一场“海选”。当

时我还没有在军报刊稿的经历，指导员

认为我平时爱写写画画，对新闻报道工

作充满热情，就推荐了我。

紧接着，到了考察与考试阶段，共有

10 个人选，清一色都是排长。团里在政

治处会议室设立考场，考试内容是结合

各单位工作情况写一篇新闻稿件，体裁

不限，时间 3小时。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根据连队发

生的一件真实事例，以防止“破窗效应”

为题写了一篇稿件。第二天上午，我接

到通知到宣传股去一趟。时任宣传股股

长张保军笑呵呵地对我说：“祝贺你！”他

勉励我要珍惜岗位好好干，力争写出好

稿件、取得好成绩。

尽管我铆足了劲“加班加点”，但寄

往军报的稿件都“石沉大海”。我向之前

的团宣传干事陆征请教经验，他提醒我：

“只看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关键是能力

转化，要把报纸上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

的写作技巧。”

自此，我静下心来潜心研学。虽然

迟迟未能在军报上刊稿，但得益于这段

学习经历，我的一些“豆腐块”稿件先后

被驻地和省级媒体采用。

2007 年，团里倡导开展群众性报道

工作，定期举办新闻报道培训班，参训人

员是基层连队干部及战士报道员。我作

为授课人之一，倡导大家多看、多学军

报。除了研究写作技巧，我还系统学习

摄影技术，参照军报刊登的图片，带着相

机到营区找素材。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翻阅军报，突

然发现自己拍摄的一张照片被军报头版

刊用。照片上，一个战士正眉开眼笑地

挂上灯笼，欢庆春节。

当时，我的心情就像照片上那个战

士一样开心，感觉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

肯定和回报。此后，我更是全身心投入

新闻报道工作，用“放大镜”深入基层一

线寻找新闻线索，从典型事例中寻求新

闻价值，撰写的《松了一颗螺母 输掉一

场比武》和《不惟教材，利于作战》等稿件

陆续在军报刊发。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回想在基层部

队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爬格子”时

光，我颇感收获最多，进步也最大。这些

年，岗位几经变换，我也脱下了军装，但

对新闻报道工作的热爱始终不减，希望

能用手中的“笔”，讲好新时代国防动员

好故事，传递民兵建设好声音。

“爬格子”的青葱时光
■张伟涛

寻 根 溯 源 ，好 传 统 不 能 丢 。 黑

板 报 作 为 我 军 宣 传 文 化 工 作 的 重

要 载 体 ，自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起 ，就 与

官兵相伴。板报由官兵办，办给官

兵看，官兵对板报是一种什么样的

认知和记忆，在军营又发生了哪些

和 板 报 有 关 的 故 事 ？ 让 我 们 走 进

空降兵部队，听官兵讲述他们与板

报的故事。

集思广益办板报

连长杨特：去 年 9 月 新 兵 下 连

时，我们在连队门口准备了一块黑

板报，上面只有“欢迎新同志”几个

字。组织老兵为新同志放行李的那

段时间，我发给每名新同志一根粉

笔，让他们将自己画在黑板上。有

的新同志担心画不好被笑话，我鼓

励他们大胆去画，最后大家都完成

了自己的“画像”。等到老兵们陆陆

续续回来，看着这些有趣的画作都

忍俊不禁，纷纷拿起粉笔，也在板报

上画上自己的画像并签上名字，还

写下对新同志的祝福。老兵和新兵

从画画聊到其他方面，新兵初入连

队的陌生感也在这场其乐融融的小

活动中烟消云散。

下士唐龙：连 战 术 综 合 演 练 开

始后，战高温、斗酷暑，3 天的连贯考

核遇上两天的大雨，但大家都没有

叫苦叫累，让我深受感动。任务结

束，我们板报组想出一期板报，把驻

训任务中难忘的人和事记录下来，

得到大家积极响应。高温天气下，

颜料干得非常快，有的战友就不停

地给颜料洒水保湿，保证绘画顺利

进行。夜幕降临，板报终于大功告

成。看着那一幅幅画面，大家的疲

惫感一扫而空。

灵活生动用板报

指导员赵伯伦：统 一 购 置 被 装

时，连队里多出很多空的快递箱子，

我和连队骨干商议，决定就地取材，

将箱子拆分合并为正方形纸板，分发

给各班，制作成一块块以保密守则为

主题的板报。有的班在纸板上画了

四宫格漫画，讲述身边故事。有的班

将纸板绘制成一部“智能手机”，画上

一个个常用软件，提醒大家注意泄密

风险。还有擅长书法的战士，将一条

条保密守则写在上面，令人眼前一

亮。集各家所长，我们将优秀作品拼

接成一块大的“纸板报”摆放在连队

门口，其余的放置在各班，时刻提醒

大家保密的重要性。

排长巨文豪：厉行节约是美德，排

里决定围绕杜绝浪费这个主题出一期

特别的板报。我将连队几个有美术基

础的战士召集起来，在板报上绘制了

插秧时劳动人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画

面。我们将这块板报放置在饭堂入

口。一来二去，大家打菜时都请分餐

的战士少打一些，泔水桶里的剩菜剩

饭也少了很多。

深思细品看板报

排长李柏林：一 次 军 事 考 核 前

夕，我因为紧张，晚上独自在营区散

步，不知不觉来到宿舍楼前的板报

前。以往的板报都是以文字和图画

的形式来激励大家，那晚我看到的板

报却是另外一种样子。那是一幅“繁

星”满天的画面，一旁写着“勇敢前

行！你是最亮的星”的字样，每颗星

星上都有一位战友的名字。我好奇

地凑近看，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

一颗星星上。一瞬间，我感到一股强

大的精神力量注入身体，使我充满勇

气和信心。从那以后，无论遇到多大

的困难，我都会想起那个夜晚和那块

板报给予我的力量。

中士敖顺：春节前夕，我报名参

加了旅里组织的贺新春板报征集比

赛。经过几天设计和描绘，我终于

创作出一幅“作品”。活动当天，训

练场跑道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板

报，为新年增添喜庆氛围。可我围

着操场找了一圈，始终没看到我的

作品。正当我以为落选时，在广播

里听到我获得了二等奖。起初我还

以为自己听错了，带着疑惑去询问，

一位战友指了指操场正中央，原来

我的作品被战友“围”起来了。领取

获 奖 证 书 的 那 一 刻 ，我 非 常 自 豪 。

经过这件事，原本不怎么爱说话的

我，也渐渐喜欢和战友们交流，班长

说我整个人都变得自信了。

下士刘鹏辉：前几年，在一次板

报征集活动中，我精心准备的作品落

选了，心情低落。当天晚上，值班员

吹哨集合时，班长让我去收拾一下班

里卫生，收拾完后我刚走进俱乐部，

战友们的掌声突然响起，指导员原本

严肃的脸上也挂满笑容。他郑重地

将一张奖状递给我，上面密密麻麻写

满连队每个人的名字。那是战友们

给我发的奖状！那一刻，我的眼泪也

“决堤”了。

直到现在，那张奖状依然被我好

好收藏。尽管这几年获得了不少荣

誉，但在我心里，那张特殊的奖状依

旧分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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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组织新兵授枪仪式。图为新兵杜文俊（左）从

班长朱桂林手中接过属于自己编号的枪支。

尚秋伟摄

折叠、描画、裁剪，一张普普通通的绒纸瞬间变成

了一幅生动形象的雷锋头像剪纸作品。7 月 27 日，正

值暑假，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 12 名“追锋

少先队”队员仍聚在校园里的“追锋亭”，一同为第 79

集团军某旅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官兵制作八一建军节

礼物。

“第一批参加‘我和校长的红色之旅’的同学回来

后，分享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雷锋精神的

理解。同学们也行动起来，在社区里帮助打扫卫生，在

学校里互帮互助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制

作完成礼物后，五年级学生刘晟宁在给雷锋生前所在

连队官兵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非常期待自

己也能有机会走进雷锋生前所在连队，相信这会成为

我人生中一次宝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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