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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 无 论 时 代 如 何 变
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一块变形的磨刀石、一个脱漆的理

发箱、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在武警上

海总队某支队十中队荣誉室“传承雷锋

精神”展柜内，陈列着几件“老物件”——

这是 1982 年该中队“雷锋班”战士为民

服务时使用的工具。

1982 年 1 月，十中队接替“南京路上

好八连”勤务。为了更好地弘扬雷锋精

神，当年 3 月，该中队指定三班作为“雷

锋班”，在每月 20 日到南京路上学雷锋

做好事，义务服务群众。这个传统已经

坚持了 43 年。

前不久的新兵入营仪式上，上等兵

程洋主动申请担负解说任务，向新战友

讲述这些“传家宝”背后的故事。

“现在的社会服务既快捷又专业，我

们的为民服务还会受到欢迎吗？”一名新

战士提出疑问。

看着新战友稚嫩的脸庞，程洋不禁

想起当初有着同样疑问的自己，随后坚

定地答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

神永不过时。”

家境殷实的程洋，曾经花钱大手大

脚，还怕苦怕累，在新兵连就出了名。下

连后，中队特意把他分到“雷锋班”。

“雷锋班”有个传统，就是每天收集

官兵用过的纸箱子、塑料瓶等，而后用卖

废品的钱购买为民服务所需工具。

了解到程洋的情况后，班长张成斌

和他结成对子，每次收集废品时都会带

上他。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缺理发、

补鞋的钱，干这些事有什么意义？”起初，

程洋只是在心里嘀咕，没几天干脆撂了

挑子。

对于程洋的不理解，张成斌并不意

外。张成斌特意带着他来到南京路为民

服务现场。看着眼前一幕幕动人的场

景，程洋深受触动、若有所思。

慢慢地，程洋变了。他不乱花钱了，

还主动拜张成斌为师，认真学习理发、修

伞等技能，成了“雷锋班”为民服务的一

把好手。

“雷锋精神不是空洞的陈词，奉献也

是一种价值和快乐。”程洋在日记中这样

写道。

听说儿子的转变，程洋的母亲感到

十分惊喜。她悄悄来到南京路，恰好看

到儿子一边擦拭脸上的汗水，一边熟练

摇动着修鞋机为一名老人补鞋。那一

刻，母亲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从学习雷锋，到“成为”雷锋，在十中

队，类似的成长故事还有很多。

1982 年进驻南京路时，十中队就立

下“听党指挥意志坚，艰苦奋斗永不忘。

身居闹市不染尘，甘当人民勤务兵”队

训，并把它刻在营门前的石墙上。

40 多年来，十中队坚持每月开展学

雷锋心得交流，每季度评选“为民服务小

能手”，年底表彰“学雷锋先进个人”，让

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把为人民服务的基因植入血脉的官

兵，就像“火种”一样，走到哪里，就把雷

锋精神的种子播撒到哪里。

战士阴国君退伍后，成为南京路上

的一名店长。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与十中队签订共建协议，带领员工

参加中队的为民服务活动。

大学生士兵陈晨服役期间是学雷锋

标兵，退伍复学后，被大学聘为雷锋精神

宣讲员。毕业后，他从事客运行业，组织

同事们成立了学雷锋小组，温暖乘客的

旅途……

这些年，十中队先后被表彰为“全国

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全国军民共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全国拥政爱

民模范单位”等。从十中队走出的战士

中，有数十人被各级表彰为“学雷锋标

兵”“最美志愿者”。

“ 有 事 找 到 他 们 安
心，没事看到他们开心，
凡事交给他们放心”

“泽楠，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年我们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又提高了不

少，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你一定要回

来看看啊！”前不久，十中队前任指导员

杨泽楠接到云南省泸水市色德村支部书

记李秀华打来的电话。

听着电话那头兴奋的声音，杨泽楠

格外高兴。

色德村，寓意“色秀德美”。如今，色

德村如其名，风景秀丽、人民幸福。然而

数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贫困村。

色德村依山而建，大部分面积是高

山峡谷。千百年来，大山养育了色德村

的傈僳族儿女，也阻碍了色德村经济发

展的脚步。

2018 年，武警上海总队将色德村确

定为对口扶贫点，同时在全总队范围内

挑选驻村扶贫代表。

“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时，我们必须挺

身而出。”得知情况后，十中队时任指导

员杨泽楠主动请缨，带领战士开启了一

场“悬崖”上的帮扶。

2018 年 1 月，杨泽楠第一次走进色

德村。在接下来十几天里，他走遍了色

德村的角角落落，深入了解色德村实际

情况。山路崎岖险峻，杨泽楠途中几次

跌倒，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正是在与大山的“碰撞”中，杨泽楠

找到了突破口：坚强基层党组织，留下一

支“不走的工作队”。

几天后，一场主题为“擦亮为民初

心，增强脱贫信心”的党课开讲。李秀华

说，以前，村里一些党员觉得山里人既没

学问又没技术，致富很难，杨泽楠几堂生

动的党课讲下来，党员队伍的思想观念

变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强了、干

劲足了。

此后 2 年时间里，杨泽楠每年都带

队到色德村驻村帮扶。其间，他们结合

调研情况，向上级提出 10 余条优化扶贫

方案的建议，同时通过上级协调大力推

进蜜源植物种植和蜂养殖等产业扶贫项

目落地。

后来，色德村农产品销路受到影响，

杨泽楠又和总队工作组重回色德村。这

一次，官兵教会了村民开网店、做直播，

还积极帮助他们联系上海商家，持续推

动“云南产—上海推—全国销”产销衔接

模式。2020 年 4 月，色德村终于摘掉了

贫困的帽子，实现了脱贫夙愿。

“ 脱 贫 只 是 迈 向 幸 福 生 活 的 第 一

步。”杨泽楠告诉记者，直到今天，十中队

对色德村的帮扶仍在继续，军民正携手

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当人民

群众最信赖的人。”每当驻地群众有需

求，十中队官兵总会用实际行动回应。

近年来，十中队建立每月走进孤寡

老人、走进自闭症儿童、走进残障人士

“三个走进”机制，让雷锋精神弘扬在申

城的大街小巷。

忻鸿发是十中队官兵陪伴时间最长

的孤寡老人之一。他双目失明，常年瘫

痪在床，膝下没有儿女，生活困难。官兵

们主动给他当起“兵儿子”，经常帮他清

理垃圾、擦拭身体，急事难事一个电话马

上赶到，20 年始终如一。

自 2014 年起，每逢元旦、国庆等节

假日，“上海南京路武警人墙”总会在网

络社交平台引来网友点赞。在人潮汹涌

的步行街，这道橄榄绿是霓虹灯下的独

特风景。

第一次在南京路执行“人墙”任务的

就是十中队官兵。“采取‘人墙’的执勤模

式，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更好地守护游客

安全。”杨泽楠说，聚光灯背后是辛勤的

付出。任务中，官兵要执勤 7 个多小时，

来回要走 300 多趟，一天下来腿站酸了、

嗓子喊哑了。

“有事找到他们安心，没事看到他们

开心，凡事交给他们放心。”这是驻地群

众给予十中队官兵的夸奖。

“不讲困难讲奉献，
不讲名利讲实干，正是雷
锋精神的体现”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不仅唱

出 了 雷 锋 精 神 的 本 质 ，也 道 出 了 年 轻

官 兵 的 心 声 ——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矢 志

奋斗强军。

从十中队营区向南出发，步行 1.2 公

里后，一座红色基调浸染的石库门建筑，

在现代都市建筑群中格外醒目。那里，

正是党的一大会址。

自 1998 年起，十中队官兵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到党的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

史，累计讲解 8.2 万余场次、听众 472 万

余人次。

李昊杰是十中队第 115 名党史讲解

员。“入伍前，我对信仰的理解有些模糊，

觉得党的历史离自己有些远。”他说。

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李昊杰跟随

战友踏上“寻根之旅”，赴中共一大纪念

馆、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龙华

烈士陵园等红色场馆参观见学。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当历史照进现实，给李昊杰带

来的不仅是视觉冲击，还有思想震撼。

此后，李昊杰主动申请成为党史义务讲

解员。

给人星火者，必心怀火炬。坚持学

党史、讲党史，让李昊杰深深懂得了人民

军队由谁缔造、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献

身强军实践的行动更加自觉，不仅成为

中队“金牌讲解员”，还带出 7 名党史讲

解骨干。他被表彰为“上海市青年五四

奖章标兵”，荣立三等功。

讲解的是党史，传递的是信念。年

过八旬的老党员查志新的心愿是到党的

一大会址看看。但因年长体弱，子女又

不在身边，一直未能如愿。中队官兵听

说后，主动把老人接过来参观，并单独为

他讲解。老人看完展览眼眶湿润了：“在

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党的历史，也在年轻

官兵身上看到了信仰的传承。”

2022 年初，十中队官兵给习主席写

信，汇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情况，表达

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忠诚履行使

命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很快，十中队官兵收到习主席的回

信。信中，习主席勉励他们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习主席在回信中的嘱托，十中队官

兵铭记在心。

“强军征程上，我们要在备战打仗主

责主业中践行雷锋精神，紧紧握住手中

的钢枪，保卫人民美好生活。”十中队组

织开展“今天，我们如何学雷锋”群众性

讨论活动，“战位、哨位、岗位”，成为官兵

发言的高频词。

驻守在中心城区，十中队训练场地

有限，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协调上级

在中队楼顶打造了一块集搏击馆、器械

场、健身房于一体的“空中训练场”。上

级组织比武竞赛，十中队官兵常常夺金

揽银。

去年以来，十中队推出定制式、套餐

式、过关式训练方法，实行全课目、全时

段、全员额训练标准，定期组织“训练尖

子”评比表彰，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

潮，官兵军事体育优良率不断提升，成功

处置多起各类突发情况。

1995 年 7 月起，十中队奉命担负上

海市人民广场每天的升降旗任务。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担负开（闭）幕

式和 191 个国家（国际组织）馆日升旗任

务，次次分秒不差。

上等兵刘孟麒，从未作为护旗手走

上过国旗台。他的战位，在 9 平方米的

地下操控室。一旦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

障，刘孟麒就要在无法看到国旗的情况

下，凭借反复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分秒

不差地升起国旗。在别人看不到的地

方，刘孟麒认真地当着“备份”。

“接受一样严格的训练，却没有机会

站在聚光灯下，委屈吗？”对这个问题，刘

孟麒的回答令人敬佩：“有遗憾，但不委

屈。不讲困难讲奉献，不讲名利讲实干，

正是雷锋精神的体现。”

党让干啥就干啥。在十中队，人人

都有行为自觉：无论身处哪一个岗位，

都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当

好“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发出自己的光

和热。

一 个 基 层 中 队 的“ 学 雷 锋 进 行 时 ”
■人民武警报记者 张海华 朱文馨 本报特约记者 冯来来

2 月 20 日，东方未白，武警上海总队

某支队十中队即将退役的 13 名战士，比

往常更早地下了楼，准备军旅生涯最后

一次学雷锋为民服务活动。

每月 20 日到南京路为群众开展理

发、修鞋等公益服务，这个传统在该中队

已经坚持了 43 年。

1982 年，十中队接替“南京路上好

八连”勤务。当年 3 月，随着全国第一个

“全民文明礼貌月”的到来，“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热潮再一次席卷军营。

“接过‘好八连’的枪，我们如何更好

地弘扬雷锋精神？”当时，中队官兵经过

讨论，作出的决定之一是结合执勤任务

需要，指定三班作为“雷锋班”，在每月

20 日到南京路上学雷锋做好事，义务服

务群众。

张 成 斌 是 第 22 任“ 雷 锋 班 ”班 长 。

他告诉记者，如今，随着服务内容和点位

增多，每次参加服务的人员，除了“雷锋

班”的战士外，还有当月主动报名参加的

中队其他官兵。每到退伍季，为民服务

活动几乎是“老兵专场”，因为他们心里

都有牵挂的人。

晨曦中，老兵们默默开始检查服务

所需器材。与往常相比，这一次他们格

外细致，每件物品都反复确认。

“出发！”6 时 20 分，随着指导员杨磊

下达口令，官兵们推起小车，走向南京

路。

行走在人民大道上，记者抬头远望，

上海中心大厦耸入云端，东方明珠塔尖

上一抹淡金色的朝霞美轮美奂。望着熟

悉的风景，老兵们思绪万千，眼神中充满

不舍。

迎着晨光，官兵很快到达第一个服

务点位——新世界百货大楼门前。设桌

椅、摆设备……在官兵支起摊位的过程

中，群众陆续赶来。

“刘奶奶，今天来得这么早啊！”上等

兵宋天成一眼看到了人群中一位满头银

发的老奶奶，赶忙微笑着上前搀扶她坐

下。

刘奶奶是官兵们的老朋友。家住南

京路周边时，她几乎每月 20 日都会来十

中队为民服务点。搬家到郊区后，她还

是会经常赶公交、转地铁来到这里。“也

不是非要修点啥，就是想来看看他们。”

她说。

宋天成看刘奶奶年事已高，便主动

和她结成对子，不仅服务热情周到，还经

常打电话嘘寒问暖。

“今天来补双鞋，又要辛苦你了。”刘

奶奶拉着宋天成的手开心地说。

“好嘞，我的手艺包您满意！”宋天成

仔细粘连鞋边的裂口，边干边耐心地询

问刘奶奶的身体状况。

分别的时刻到了。看着欲言又止的

宋天成，刘奶奶的眼眶微微泛红，满脸慈

爱地对他说：“好孩子，奶奶知道你马上

要退伍，你不用担心我，以后多给我打电

话……”

在印有雷锋头像的红色帐篷下，令

人感动的一幕幕频频上演。

和上等兵韩佑进话别的，是比自己

小 10 岁的韩宇。

2023 年 8 月，家住附近的韩宇路过

为民服务点。年幼的他瞬间被武警战士

一身帅气的军装吸引，拉着妈妈的手悄

悄走到正在理发的韩佑进身边。

看到韩宇略显紧张的表情，韩佑进

弯下腰微笑着对他说：“小朋友，你的头

发有点长，要不要我帮你理一个帅气的

‘特种兵发型’？”

理发过程中，韩佑进绘声绘色地给

韩宇讲部队的故事，耐心回答韩宇提出

的问题，很快收获了这个“小粉丝”。

此后，每月 20 日韩宇的父母都会早

点送他出门，让他和“武警哥哥”聊一聊

再去学校。久而久之，两人的关系越来

越亲密。

得知韩佑进即将退伍，韩宇专门前

来道别。看着眼前情绪低落的韩宇，韩

佑进告诉他说：“特种兵都是男子汉，小

宇也要坚强！”

韩宇听后使劲点了点头，并将精心

准备的临别礼物——一张冲洗好的照片

塞到韩佑进手中。照片中，韩佑进正拿

着电推剪，神情专注地为韩宇理发。坐

在椅子上的韩宇开心地对着镜头，笑得

格外灿烂。

回到中队，韩佑进将照片翻拍到微

信朋友圈，同时写下一句话：“难说再见，

还会再见。”

一 场 特 殊 的 话 别
■石 磊 本报特约记者 冯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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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上海总队某支队十中队官兵在南京路上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郑子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