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伴着和煦的春风，“学雷锋活动月”又一次如期而至。许多部队组织官兵走出营门，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方便、解难纾困，展现了新时代革命
军人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推荐2篇基层战士的“学雷锋日记”，以飨读者。

“我志愿加入‘椰岛雷锋’服务队，向

雷锋同志学习，做雷锋精神传人……”

第 62 个学雷锋纪念日前夕，一场入

队仪式在空军航空兵某旅修理厂荣誉

室举行。在服务队队长于大明的带领

下，50 余名来自各基层单位的“椰岛雷

锋”代表齐声宣誓。

“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于大明告

诉记者，“椰岛雷锋”服务队是该旅修理

厂官兵自发组建的一支队伍。成立 20

多年来，一茬又一茬修理厂官兵热情服

务驻地群众，苦心磨炼专业技能，在南海

之滨续写了新时代雷锋故事的动人篇

章。

在修理厂附近，有一家不大的敬老

院，那里是于大明在营区外的“第二个

家”。2001 年，刚刚毕业分配来到修理

厂的于大明，因一口水井，与敬老院的老

人们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敬老院没通自来水，吃饭喝水

全靠一口井。”一次，于大明偶然路过敬

老 院 门 口 的 水 井 ，发 现 水 井 里 漂 着 落

叶。“这水质有保证吗？”于大明四下一

看，水井就位于道路旁，旁边也只有简易

围栏。

“我们应该能做点什么。”于大明心

想。于大明所在车间（连队）在修理厂主

要从事机械加工，战友们平时也会利用

车间的工具，尝试一些能够提高作业效

率的发明创造。

“能行！”于大明丈量好水井尺寸，又

请来几位老班长，利用修理厂的切割、焊

接工具，用厂里加工装备剩下的边角料，

赶制出井盖和防护栅栏。“井盖是老班长

带着我一块设计的，上面安装了合页、把

手，老人也能很方便地开合。”如今说起

为敬老院水井装井盖的事，于大明还是

颇为骄傲，“那井盖用了十多年呢。几位

健在的老人每次见了我，还都要夸一夸

这个井盖。”

路边的井盖，见证了修理厂官兵对

敬老院老人们的关怀。后来，敬老院变

了样，通了自来水，设施越来越完备，不

变的是路边的椰树下，总有空军官兵往

来。

2024 年 9 月 ，超 强 台 风“ 摩 羯 ”来

袭。台风登陆那天，狂风大作，雨滴击

打 窗 户 的 声 音 就 像 石 子 砸 在 玻 璃 上 。

于大明看着窗外情景，心里焦急万分。

“敬老院怎么样了？他们的房子老

旧，不知道老人们还好吗？”

雨 势 减 小 ，阴 云 散 去 。 于 大 明 立

即召集“椰岛雷锋”服务队队员。得知

要 去 支 援 敬 老 院 ，队 员 们 纷 纷 从 各 单

位赶来。

“我来，我年轻，能搬东西！”

“我来，我会检修电路！”

“我来，我带着医疗箱，能给老人测

量血压、检查身体！”

台风过后的敬老院，树木倾斜、断枝

遍地。

看到最外侧屋子的窗户破损，下士

李晨昊第一个跑了过去。这是他入队后

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

打开房门，一位老奶奶坐在床头。

确认老人身体无恙后，李晨昊慢慢将老

人扶到沙发上。“奶奶，您先到这边歇着，

我把窗台这块收拾收拾！”

院子里，“一二三”的齐声呼喊此起

彼伏，电锯锯开树木断枝的“嗡嗡”声、扫

帚扫过地面的“唰唰”声，交织成台风后

最令人安心的乐曲。

“临走时，奶奶颤巍巍地从抽屉里

翻 出 装 在 盒 子 里 的 水 果 糖 给 我 吃 ，她

的样子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雷锋故事里

的 张 大 娘 和 田 大 娘 。”那 天 晚 上 ，李 晨

昊 在 学 习 室 里 写 下 日 记 ，“ 我 们 的 群

众，是这样可爱、可亲。我要不断向雷

锋同志学习，练强本领，更好为人民服

务。”

2021 年 ，该 旅 医 院 接 到 驻 地 卫 健

委 紧 急 来 电 ，一 名 患 儿 救 治 中 急 需 大

量 输 血 ，当 地 血 库 储 量 不 足 。 服 务 队

成 员 刘 丽 君 发 动 队 员 献 血 ，保 障 治 疗

需求。

去年，服务队来到驻地共建小学，为

学校带去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品。校园

里，队员们带领学生一起做教具、擦门

窗、修枝叶。

这些故事，都被镜头记录下来，挂

在 修 理 厂 荣 誉 室 里 。 除 了 照 片 ，这 里

还 有 一 块 闪 亮 的 牌 匾 ——2020 年 ，省

委 、省 政 府 授 予 修 理 厂“ 全 省 文 明 单

位”称号。

“现在将‘椰岛雷锋’工具箱交予你，

希望你好好保管，好好使用。”队伍正前

方，老队员将“椰岛雷锋”工具箱郑重交

到新入队队员手中。

这是首批服务队队员自制的一个

铁盒子。这些年磕碰、掉漆，经过修修

补补，泛着油光的墨绿底漆上满是时光

的痕迹。20 多年过去，工具箱里的工具

从最初的理发剪和指甲刀，丰富为多种

修理、检查工具。服务队也从成立初期

的 10 余人，发展壮大到如今的 80 多人，

从修理厂扩展到全旅各基层单位。他

们志愿服务的足迹不断扩展延伸：协助

驻 地 医 院 做 好 重 大 传 染 病 、地 方 病 防

治，开展义诊活动；帮助驻地中小学改

善办学条件，探索建立“1+1”助学模式；

参与共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一桩桩一件件，在当地传

为佳话。

入队仪式结束后，队员们整装登车，

前往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路上，看着路旁掠过的椰子树，听

着年轻队员相互聊起参与志愿服务的

感 受 ，于 大 明 不 禁 想 起 20 多 年 前 的 一

幕——完成志愿服务的队员们坐在摇

摇晃晃的卡车上，有人提议为小队起个

名字。队员们各抒己见，忽然，车厢尾

部一位队员说：“我们这处处是椰子树，

不如叫‘椰岛雷锋’？”

“好！”大家齐声附和，“我们就叫‘椰

岛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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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航空兵某旅修理厂在南海之滨续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椰岛雷锋”爱民情
■姜广振 刘佳伟 本报记者 郭澍东

前段时间，单位的军医休假回

家。他刚回来，我们就叫上他去了

趟张炳花阿姨家，看看她的旧疾有

没有复发。

一进门，张阿姨的小儿子迎了

上来。每次看到穿军装的哥哥来到

家里，他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像

走亲戚一样，坐下来和张阿姨聊起

家常。

我们这支部队，是“当代雷锋”

郭明义服役时所在的部队。 2021
年，郭明义回老连队探望，勉励官

兵要“接续传承雷锋精神，建强军

队，建设好国家”。我们谨记老班

长 教 诲 ，积 极 创 建 学 雷 锋 先 进 集

体，并于 2022 年 5 月成立了“郭明

义班”。

那以后，我们到驻地附近的村

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更加频繁了。

一次去镇上开展活动，我们遇到了

张炳花阿姨。张阿姨丈夫前些年意

外去世，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

日子。战友们当即表示，要和张阿

姨一家结成对子。

平时，我们来帮张阿姨收拾院

子 ，辅 导 两 个 孩 子 作 业 。 逢 年 过

节，送来一些生活用品。“积小善为

大善，善莫大焉。”虽然能力有限，

但看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尽己所

能去帮助，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越

来越好。

践行雷锋精神，除了做好爱民

工作，也要立足本职岗位，扎实练好

军事技能。

这两年，我们传承雷锋的“螺丝

钉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

一行，注重“运修双能”的培养，编写

运输车保养手册，锤炼过硬驾驶本

领，全班立志成为“上得去、修得好”

的运输尖兵。成立以来，我们“郭明

义班”荣立集体三等功 1次，16人立

功受奖，为连队培养了 10 余名红旗

车驾驶员。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郭明

义班”班长 祝威风

（王毅整理）

左上图：“郭明义班”战士到张

炳花家中看望。 任佳宝摄

旗帜引领 前行不辍

“剥 到 露 出 三 指 宽 的 嫩 茎 就 得

停，多一寸少半厘都要影响腌榨菜的

口感。”

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八卦村，村

民黄加美利落地放倒一株足有巴掌

大的青菜头，拿在手里，向第一次来

帮忙割青菜头的几名武警新兵传授

收割技巧。

新兵曹嘉杰跟在黄加美身边看

了好久，拿着砍刀比划了半天，终于

下手割下一个。

“叔叔，你看我这个菜头切口怎

么样？”曹嘉杰捧起刚砍好的菜头向

身边的老乡请教。老乡布满老茧的

手掌抚过青白色的茎部截面，笑出满

脸沟壑：“要得！比我家娃儿割得还

巴适！”

青 菜 头 ，就 是 涪 陵 榨 菜 的 原 材

料。重庆涪陵地区的青菜头于每年

9 月播种，10 月移栽，雨水前完成收

割。每到这个时节，武警重庆总队某

支队官兵就会来到驻地农户家中，帮

着一起收割青菜头。

“2016 年，抢收青菜头那几天阴

雨连绵，山地湿滑，村里不少青壮年

还在外务工，缺人手。”支队干部陈首

任说，那一次，官兵前后花费 3 天时

间，共计帮助群众抢收了 30 多亩地、

12 万斤青菜头。

临近中午，天空忽然下起了雨。

村民刘丽琼提着刚烧好的菊花茶来

到地头，招呼官兵休息一会儿，喝口

热茶暖暖身子。

“过去，即使收了青菜头也卖不

了多少钱。”刘丽琼说，“现在好了，路

也修起来了，新鲜的‘青疙瘩’出去，

就成了‘金疙瘩’！”

傍晚，民用三轮摩托车满载青菜

头驶向村口。“娃儿些，谢谢你们了！”

村民陈国安摆手和战士曹润垚告别。

曹 润 垚 回 头 一 看 ，正 是 雨 过 天

晴，夕阳照在一车车青菜头上，不正

像一块块“金疙瘩”么？

“青疙瘩”变“金疙瘩”
■曹 洋 曹 伟

初春时节，记者走进甘肃省酒泉市

瓜州县梁湖乡岷州村戈壁农业示范园

区。远远望去，日光温室鳞次栉比、钢

架大棚排列整齐，大棚里蔬菜瓜果长势

喜人。

酒泉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瓜州县

梁湖乡岷州村和金梧村是他们挂钩的

帮扶村。2019 年两个村实现全面脱贫

后，为了做好易地搬迁村的下半篇文

章，他们调整帮扶思路，按照集体受益

的原则，决定因地制宜发展日光温室、

大棚种植、养殖等，通过科学规范管理

经营，实施产业链全过程帮扶，畅通增

收渠道，实现产业振兴。

园区种植户杨国平的日光温室里，

一片绿意盎然，他正忙着打理自家的西

红柿。“这几年日光温室效益一年比一

年好，去年收入过 4 万元了。今年日光

温室还有政策补助，我早早种了一茬。

年初种的西红柿，一般长势和收成都会

比较好，希望卖上好价钱。”杨国平说。

温室蔬菜，不仅丰富了居民的“菜

篮子”，还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温

室大棚内羊肚菌、蜜瓜、火龙果等特色

果蔬，每年至少为村集体增加 8 万元收

入，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目前 300

亩西葫芦、茄子丰收在即，大家干劲足

得很。”岷州村党支部书记李和平说。

在金梧村，柏油路上一辆辆拖拉机

往来于田间和颗粒化饲料厂。村民告

诉记者，这间饲料厂是村里的养殖产业

形成规模后，军分区帮建的，“以往去

县城购买养殖饲料，是一大笔开支。大

家提出需求后，军分区很快规划帮建了

一座饲料厂。现在，附近几个乡镇的养

殖户也都在这里购买饲料。这下不光

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出售饲料的收

入，双倍受益。”

村集体收入增长，带来的是基础设

施的增加和村容村貌的改善。“我们岷

州村规划建设越来越好。”采访中，岷州

村村民张虎林说，现在村里有了村民文

化活动中心、卫生诊疗室、谷物晾晒场，

还规划了千人百户居住区。如今，岷州

村在军分区的帮扶下实现了农业产业

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的巨大转变，昔日

的“移民村”“贫困村”，一跃成为“标兵

村”“示范村”。

“摘帽不摘帮扶，脱贫不脱责任。”

酒泉军分区领导介绍，今年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要确保工作成

效，还必须在找准发展方向、持续精准

施策上下功夫。经过认真考察研究和

分 析 论 证 ，他 们 最 终 确 定 了“ 休 闲 农

业＋乡村旅游”的振兴新模式，依托绿

色大棚果蔬、优质牛羊肉，以及距离城

区较近等优势，持续拓宽增收渠道。

去年以来，军分区为两个帮扶村打

造的戈壁农业示范园区开启果蔬采摘、

农家休闲项目。基层武装部还充分发

挥民兵作用，号召大家广泛宣传，为帮

扶村发展短途旅游注入动力。

在金梧村的一家牛羊养殖户的摊

位前，记者看到该摊位宰杀、冷冻、打包

发货流畅有序。

“这是我们本地的牛羊肉，品质可

靠，吃着放心。”专程来金梧村购买羊肉

的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家里过去都是

在超市购买牛羊肉。去年，她看到金梧

村发展休闲旅游、可以现场购买农产品

的广告，便选择在周末带家人一起来这

里休闲，正好还能买到新鲜的蔬果和肉

类。“一些外地朋友听说我们这边的牛

羊肉品质好，还托我给他们‘代购’呢。”

张女士说。

“ 旅 游 项 目 引 来 人 流 ，客 户 上 门

购 买 ，省 去 了 运 输 费 用 ，我 们 也 增 加

了收入，军分区的办法就是好。”养殖

户王学军一边为刚宰杀的羊过秤，一

边说道。

西北风疾，少有花木，而记者走过

两个村子，却没觉得单调——安居乐

业、勤劳致富的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就

是装点山村的最美“幸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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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行近，日头渐暖。这样的节

候里，让我们感到心头一热的，除了

暖阳，还有那些军民互相关怀、互相

帮助的动人瞬间。

想要留下那一刻的温暖，所以讲

述；想要记下那一瞬的感动，所以书

写。从今天起，本版开设“双拥·短镜

头”专栏，力求用简短的篇幅、平实的语

言、时代的视角，讲述那些带着泥土芳

香、掌心温度的鱼水故事，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空军航空兵某旅修理厂“椰岛雷锋”服务队赴驻地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姜广振摄

刚开学，驻地小学就联系我们，说

想和官兵一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学校找到我们，我们很高兴，但

并 不 意 外 —— 我 部 的“ 雷 锋 小 分

队”，在驻地已小有名气。

活动那天早上，天气微寒。我

们去学校接上带队老师和 10 名学

生，来到了对口帮扶村芦庄村。

我部 2017 年与芦庄村结成帮

扶对子。8 年过去，曾经的贫困村，

如今已被推荐为军队支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百村样板”建设对象。

当天的志愿服务内容，主要是乡

村环境清理、走访孤寡老人。环卫工

张大爷一见我们就笑着说：“你们每

次一来，就把我的活都给抢去了！”

在村里的独居老人家中，我们

为老人打扫房间，检查家中的电器和

燃气设备安全。学生们则围在老人

身边，讲起学校的趣事、出游的见闻。

村里还有一处抗日战争时期的

战斗遗址。借此机会，我们也和学生

们一同重温了课本上学过的抗日战

争中的故事。几位学生告诉我，今年

是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他们正在

准备参加学校组织的征文比赛。

在芦庄村党群文化中心，我们

和学生们又一次唱起军旅歌曲。战

友们的歌声铿锵有力，学生们的歌

声稚嫩坚定。一名学生告诉我，去

年她参加了我部组织的军营开放

日，对军营生活感到格外向往。所

以，这次参加活动，她非常积极。

我问她，参加了这次活动，是不

是明白了应该如何学雷锋？

她说：“向雷锋叔叔学习，就是

向解放军叔叔们学习，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我知道，学雷锋的行列中有很

多人。正是每个人的铭记与传承，

将微光汇成一束雷锋精神的火炬，

点燃薪火，照亮前路。

——海军某部三级军士长 韩

峰

（黄博晟、宋紫栋整理）

左上图：“雷锋小分队”成员为

村里老人分发御寒衣物。

王 凯摄

微光成炬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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