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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永存
徐淑荣 图

每年除夕夜发压岁钱时，父亲就习惯性
地拉开老式书桌的抽屉，拿出一本“雷锋日
记”，仔细翻看，认真核对，根据上面的记录

“论功行赏”。
这本日记是牛皮纸封面，上面是父亲用小

楷工工整整书写的“雷锋日记”四个字，老旧泛
黄，很有年代感。里面一页页记录着几十年间
家人做的“好人好事”，大到照料村里的孤寡老
人，小到儿孙辈的“拾金不昧”。翻阅日记，犹如
穿越时空，看到了家人们在雷锋精神感召下的
成长足迹。

扉页上写着：“雷锋同志把青春献给了党，
献给了人民，他崇高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将
永远激励着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工整
的字体透着庄重和崇敬。那时的父亲，在村小
教书，正是风华正茂的美好年华。

我曾翻着日记问父亲，你十几年如一日，
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杜奶奶挑水担柴，照料终
老，她与咱家无亲无故，你图什么啊？父亲拿出
一本《雷锋的故事》对我说，把这本书的精神实
质看懂你就知道了。日记里还有一件事，让我

印象深刻：北风呼啸的冬天，父亲把一件自己
都舍不得穿，在那个年代堪称奢华的“羊皮坎
肩”送给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外乡人，记录时间
是1963年12月28日……父亲生活在农村，晚
年不顾年老体弱，依旧拖着架子车，从砖窑里
拉煤渣，把田间地头的路修修补补。

日记里也记录着我上学时做的点滴好事，
有上交一只拾到的钢笔，有雨天打伞送同学回
家，有帮助邻居收割庄稼……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情，父亲却把它们都写到日记里，给童年
的我追求向上向善增添了无穷动力，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使我从小就
立志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末尾一篇，是我
写的“2023年2月25日，儿子成功加入‘少年
志愿者’队伍”……

这本“雷锋日记”记录了我家的良好家风，
见证了父亲一生的崇德向善，也见证了他教育
培养后代的良苦用心。父亲临终前，把这本“雷
锋日记”交给我，嘱托我一定要坚持写下去。将
来，我也会把它传给我的儿孙，让雷锋精神代
代传承。

雷锋的光芒
（外一首）
魏益君

一种精神在传承
一种光辉闪耀在神州大地
雷锋 一个响亮的名字
让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到处涌动着爱的暖流

雷锋是春天
融化困境的冰
注入生命的源
让每一根血管都热血沸腾

雷锋是一滴水
洗涤思想
净化心灵
于无形中散发太阳的光辉

雷锋是一面镜
映照灵魂
永葆本色
螺丝钉永不生锈

雷锋是一种精神
让大地生动
让世界如春

精神永驻

雷锋
这个金光闪闪的名字
带着对人民的信念
将真善美的种子
播撒在祖国的土地

小草的平凡和无私
钉子的奉献和执着
铸成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这精神像一面旗帜
引领着人们义无反顾
这精神像一滴露珠
滋润着祖国的花朵

于是
千千万万的“雷锋”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
装点着祖国的花园
释放出温馨的色彩

雷锋
一曲绚丽的交响乐章
永不落幕
雷锋
一种光芒四射的精神
永驻人间

士兵雷锋
陈赫

一身戎装，一把钢枪
一幅照片在十四亿人心中
我们看到了你
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
对一份信念的坚定
也教会我们，要坚定无畏地去追光

一本日记，一篇书信
一个钢铁般的身躯
我们看到了你
对人民的奉献，对社会的贡献
对一个理想的追求
也指引我们，要朝着温暖的方向前行

一个“中国好兵”
每一个战士的榜样
那始终在战斗的背影
激励了多少参军报国的人
他们如今常常说起“士兵雷锋”
并学着你的样子，把祖国
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3月风轻，雨暖，阳光温软，万物争荣。大
街上，一群“红领巾”拿着扫把、簸箕和铁钳，
为城市“美容”，牵引着我回到了学生时代学
雷锋的美好时光。

20世纪80年代末，我正上小学，班主任
刘老师慈眉善目、短发齐耳，一口标准的普通
话如山泉叮咚，讲起课来头头是道。我们课后
常常围着她，听她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她说：

“雷锋是人民的勤务员，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
哪里。雷锋是平凡的，但是他艰苦朴素、乐于
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伟大的，挺起了中华
民族的脊梁！”我们静静倾听，目光中闪烁着
光芒，心中一颗种子正在悄悄发芽，一定要像
雷锋叔叔一样。

那时，我们学的第一首歌就是《学习雷锋好
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我清晰地记得这首歌分为4段，从各个方面歌唱
了雷锋叔叔的先进事迹。我们学起歌来兴奋、卖
力，声音洪亮，热情高涨，仿佛自己就是小雷锋。

记得学校经常组织学雷锋活动，鼓励我们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帮助学习差的同
学，为敬老院打扫卫生、表演节目，为五保户
挑水捡柴等。这些活动很接地气，工作量不
大，正适合我们这些少年。大家常常相互鼓劲
加油，做得热火朝天、且乐在其中。每个周末，
我们都会自觉地从家里带来扫帚、水桶，排好
队，领头的同学举着一面飘扬的旗帜，带着我
们雄赳赳、气昂昂从村头走过，从群众赞赏的

眼神中走过，带着少年的梦想，奔赴一个又一
个“战场”。挥动扫帚，提着水桶，扫的扫，浇的
浇，把蜘蛛网清扫得一丝不留，把玻璃擦得闪
闪发亮。大家忙得满头大汗，但是心中却如一
团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懵懂的时光。

为了丰富敬老院爷爷奶奶的生活，我们不
定期组织文艺演出，有合唱、舞蹈、朗诵，节目
很稚嫩，却很接地气，老人们看得眉开眼笑。
温暖善良是会传染的，还会交相辉映，我们感
受到了学雷锋的乐趣和价值。那时的我们一个
个元气满满，正是少年红的美好时光。

记得我和5名同学轮流为五保户王爷爷
送温暖，帮忙挑水、洗衣、铺床、打扫卫生、种
菜。王爷爷深受感动，拿出仅有的一些糖果给
我们。我们连说不要，只想听他讲革命故事。
于是，王爷爷兴致盎然地给我们讲起抗战时期
的烽火岁月。讲到情深处，王爷爷的眼眶里盈
满了泪水，我们也是一脸骄傲和感动，为在抗
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而伤心，为生活在幸
福的今天而感恩。这些革命故事就像一个个红
色基因，在我们的血脉中生根，在我们的芳华
中流淌，指引着我们奔赴幸福美好的明天。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时光飞逝，岁月如
梭。那些学雷锋的温暖片段，永远跳动着一颗
红心，让我久久不忘。如今，我已步入中年，但
红心仍在，乐于助人，与人为善。也时刻教育
子女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友爱互助，争做新
时代的小雷锋。

前段时间老爸单位开展“学雷锋”活动，他
帮助张叔修补自行车胎，聊起健康饮食，打算
从家里带午饭。今天，老爸便收到了张叔送来
的礼物——银白色铝饭盒。这让有带饭经历的
我，思绪瞬间回到了教书时光。

初涉教坛，是在西北家乡的小村子里。村
民居住分散，通村大路绕行较远，每日需从家
徒步翻越一座山，到山的另一边村子边上的学
校上班。早上去下午回，来回差不多五里路，且
风雨无阻。农村学校实行两顿饭作息，早饭后
九点到校上课，下午三点放学。母亲担心我吃
不好，变着花样提前做好饭菜，让我带去学校
中午热热吃。

每日在我的集合哨声中，同村的孩子们
陆陆续续就上学了。行走在被绿水青山包围
的乡间小道，仿佛穿梭于侠义豪情的江湖，与
各路英雄对话：山下招呼燕雀的啾啾，山腰倾
听溪流的潺潺，林间同虫兽口哨，山顶与彩蝶
欢舞……

孩子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一会儿跑上
山坡，回首山下家的方向高歌大呼；一会儿窜
进路边小林，采摘蘑菇捡拾花瓣。走走停停等
等是常有的事。这时，人群中免不了出现各种
各样的饭盒：银白色铝饭盒里的蒸饺、小塑料
盒里的饭团、小塑料袋里的馒头、手提饭盒里
的炒菜和烙饼、玻璃瓶中的榨菜……大家亮完

自己的饭食，有人就开始分带来的零食。在相
互分享中，我教会了他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午休时间是最温馨的时刻。孩子们以天为
厅以地为桌，成堆围坐在一起，相互攀谈，“互
通有无”，然后大快朵颐。有的孩子会把家长做
的馒头丁、炒黑豆、芝麻饼、爆米花等食物分享
给我，我也会将自己的臊子肉夹到他们馒头
里。为了照顾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或者家里没
有家长做饭的同学，孩子们会把自己富余的食
物放在老师的桌上，由老师分配给有需要的同
学。有些孩子甚至借故“还不饿”“没胃口”等理
由全部奉献，即使被老师责令，他们也微微一

笑坚持己见。孩子们吃着馒头，咬着烙饼，一口
饼干就一口水果……完全沉浸在美食带来的
享受和满足中。吃完午餐后，孩子们开始撒欢、
赛跑、做游戏、读书，尽情享受着青草、微风和
暖阳带来的惬意。

孩子们的表现，总让我想起雷锋说的话：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
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
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那四年的风雨兼程仍历历在目，而这些
“小雷锋”的陪伴、鼓励和互助，更是让我记忆
犹新。每每回忆此事，心中都泛起一阵阵温暖、
感动与欣慰。

学雷锋 忆当年
罗高

“雷锋日记”代代传
姜国建

少年红
王晓阳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六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60年来，学雷锋

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

雷锋，一个普通的名字，却让亿万颗心同频共振。60年来，一代代中华儿女用实际行动续写雷锋故事，让雷锋精神

永不过时，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与雷锋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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