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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
初三。头天夜里下了大雪，刘成
德一大早就起来，到村里的广场
扫雪。

雪可以扫完，雪可以扫清。
而刘成德感人的事迹，多得他记
不清，多得他讲不完。

一 个 人 ， 心 中 装 什 么 很 重
要。心中装圣贤，则神圣；心中
装鲜花，则芬芳；心中装蒺藜，
则扎刺；心中装乱麻，则烦乱；
心中装党、国家、民族，心就博
大了，就不会为小事烦恼。刘成
德是幸运的，雷锋在他心中。刘
成德几十年，不图名，不图利，
默默无闻做好事。雷锋精神影响
他一生，他的灵魂深处跳动着一
个强音——“为人民服务”。

记者在采访刘成德的工友张
仇花时，她讲了一次惊险——

“奋不顾身，上学时学这个
词 ， 光 是 知 道 意 思 ， 没 有 体
验。”张仇花说，“刘成德救了我
一命，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奋
不顾身。”

有一天，生产队送来一个装
汽油的大桶，让焊接车间修理。
那时，张仇花年轻，缺乏经验，
她在大油桶上直接用焊条焊接缺
口，干得满腔热情。

不料，随着温度升高，汽油
被点燃。刘成德知道爆炸就要发
生，他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
一个箭步跨过去，猛力推开张仇
花。紧随着就是一声巨响，汽油
桶爆炸了。

张仇花化险为夷，脸都吓得

煞白。大家也吓坏了。“太危险
了，成德差点丧命啊！”

腿部受伤的刘成德，拍拍身
上的土，淡淡地笑着说，“我没
事，不推她一把，仇花就麻烦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时
那汽油桶的爆炸惊天动地，”张仇
花一再感慨，至今回忆起来，脸
上还露惊悸之色，“想来，真是后
怕。”

惊天动地中救工友，惊涛骇
浪 中 救 儿 童 ， 惊 心 动 魄 中 救 战
友。刘成德这一辈子，不仅有多
次舍身救人的壮举，更是用 50 年
的平凡小事铸成感天动地的非凡
之举。

雷锋在 1960 年 10 月 21 日的
日记中写道：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

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

无情。

刘 成 德 50 年 如 一 日 地
“学习雷锋好榜样”，而且风雨无
阻、乐此不疲——

参军入伍:1960 年,沈阳军区
政治部记三等功一次；1960 年,
被评为“五好战士”；1961 年,沈
阳军区政治部记二等功一次。

转业进企:1964 年,被评为辽
宁锦州国营 754 矿“社会主义建
设积极分子”；1965 年,被评为国
营 754矿“五好职工”。

调回家乡：在济南市长清县
农机修造厂工作。1973 年、1974
年、1975 年、1978 年、1982 年
获得该厂“先进工作者”称号。

退休回村：1994 年、1997 年
获得薛庄村“模范共产党员”称
号；连续两届荣获长清区“道德模
范”称号；2011 年被济南市评为
第三届全市“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他在部队时，海中救人落下
了腰痛病，随着年龄增加，病痛
越来越严重。1968 年，组织上为
了照顾刘成德，将他从锦州调回
家乡工作。1985 年,又被特准提
前退休回村。

刘成德如金子，在哪里都闪

光；如常青树，在哪里都茂盛！
刘成德属牛，他像牛一样耕

耘一辈子，不论在哪里，干起活
来总是使“牛劲”。

这一年，厂里来了拖拉机，
但 车 斗 子 坏 了 ， 急 等 着 送 粮 食
的人干着急。刘成德接了这活，
敲敲破旧的铁皮，剔剔腐烂的板
块，新板材弄好，焊条算好，就
认真地干起来。焊光亮时，承前
启后；焊花闪处，破旧立新。他
干的活，焊接质量好，焊得平平
整整，光光滑滑，从来不马虎。

焊接，其实是刘成德一辈子
都在做的事。他那无数的善举，
焊补了多少道德的缺失！

村里修水泥路，刚修好，刘
成德看到铺路的湿草苫子很快就
干了，路还没完全结实，好不容
易修条路，裂了就不好了。他挑
起水桶，去洒水。老伴王玉芹跟
了来，他一担又一担地挑；她一
桶又一桶地洒。

也有人在远处说刘成德，“干
傻事，傻子！”

他听了不生气，不分辩，仿
佛没有听见。他记得雷锋当年也
曾被说过“傻”。雷锋在日记中写
过：“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
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
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

‘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
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薛庄村的孟庆泉，妻子患有
痴呆症；13 岁的傻女儿瘸着腿,
也是残疾人；加上 80 多岁的老
母 ， 这 一 家 4 口 ， 靠 他 一 人 支
撑。2008 年春上，那天他骑车外
出干活，速度很快，“咚”的一声
巨响，车子撞在桥栏杆上。孟庆
泉拣了条命，却瘫痪了，躺在床
上，生活不能自理。

刘成德走进孟家，送来 1000
元。“您日子也不宽裕，这叫您
⋯⋯”孟庆泉流着泪感叹。

刘 成 德 安 慰 道 ，“ 谁 没 个
难？过去就好了。有俺家吃的，
就有您家过的。您别愁，人，活
得个心劲!”

那时他每月退休金也就六七百
元，日子是紧吧的。可自从孟庆泉

瘫了后，他就时常送点钱来，有时
候100元，有时候200元，尽力而
为。

平时，豆腐啦、鸡蛋啦、粉皮
啦，油、面什么的，他常买了送去。

“二月二，龙抬头”，家乡有
吃炒豆子的风俗。那天，刘成德
送去了炒豆子，帮着孟庆泉洗了
脸，梳了头，一边把他的头扶起
来，一边说“咱也得龙抬头”。孟
庆泉笑了，笑得很开心。

他拉着刘成德的手说，“俺要
好了，也像您样学雷锋⋯⋯”

孟 庆 泉 的 老 母 亲 今 年 85 岁
了 ， 老 泪 纵 横 地 要 给 刘 成 德 磕
头，“这个家，多亏了像您这样的
好人⋯⋯”

刘成德给很多人送去温暖，
但他对有的人却很强硬——

那年，晚上加班往长清粮库
送公粮，村里找他帮忙押车。

一麻袋，一麻袋的，盛满了
小麦，装了一拖拉机。跑到一个
苹果园附近，车停了下来，司机
说方便一下。

刘成德上了车，发现少了两
麻袋小麦，立即查问。

“ 走 吧 ， 走 吧 ， 您 那 么 多
事！”另一个押车人催着开车。

刘成德板起了面孔，“车不能
开！这小麦是老百姓的血汗，是
给国家的公粮，不能少！”

“咱是一个村的，这么认真干
么 ？ 这 两 麻 袋 麦 子 ， 咱 回 来 平
分，悄悄给您送家去，谁也不知
道。”

“怎么不知道？天知道，地知
道，咱不能干这缺德事！”刘成德
坚决不让步，“你们要是真需要小
麦，上我家里拿去。”

他们没办法，只好从旁边的
小屋后墙扛回来两麻袋小麦。

在薛庄村，刘成德的院落是
很普通的，一个大约占 3 分地的
小院，有 5间堂屋。

记者第一次到刘成德家的时
候，天气还比较冷，大概为了省
钱，取暖的煤炉子没舍得生。乍
一进屋，还真感觉有点冻人。堂
屋 靠 东 墙 摆 着 张 床 ， 床 上 的 被
子、床单都挺旧的。要不是家中

摆的电话、电视，还以为时光倒
流，走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
庭了呢。

当 时 刘 成 德 穿 着 棉 裤 、 棉
袄，套着深褐色的褂子、裤子，
这全身加起来 60 多元钱的衣服，
已经穿了四五年了。

勤俭节约，早已成为刘成德
的习惯。在长清农机修造厂上班
的 时 候 ， 他 常 到 仓 库 的 废 料 堆
里，把别人用剩下的焊条分类挑
出来，进行再利用。其中一些机
身，因为有了沙孔大都被当成废
品，弃置一旁，刘成德利用休息
时间，把这些“废品”又修成合
格品。这样，每个月能修补 200
多个，为工厂节约材料，增加产
值达 1万余元。

工 作 时 如 此 ， 退 休 在 家 时
也没闲着。刘成德常教育孩子勤
俭持家。他生活简单，常常洗点
素净菜，浇点香醋，拌个清凉小
菜，就是一顿。有颗米粒掉到地
上 ， 他 用 手 捏 着 拾 起 来 ， 吹 一
吹，吃了。

刘 成 德 总 是 不 响 不 声 做 好
事，无论在工厂，还是回农村，
大 家 都 不 知 道 他 就 是 雷 锋 的 战
友。雷锋给他赠言的事已埋藏在
他心中 44 年，从来没有告诉过外
人。

发现刘成德的秘密，还得归
功于长清电力。

2006 年 春, 刘 成 德 的 小 儿
子 刘 安 给 济 南 市 长 清 区 供 电 公
司 装 修 会 议 室 。 安 装 镶 有 毛 主
席 题 写 “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 ” 印
刷 品 的 镜 框 时 ， 顺 口 说 了 句 ：

“ 雷 锋 说 俺 爹 是 他 ‘ 永 远 学 习
的好榜样’。”

长清电力的程玲不信，“雷锋
怎能向你爹学习？吹吧！”

这话刺激了刘安，“怎么吹
呢？雷锋亲笔题写的，明天拿来
您看看。”

第二天，刘安拿来了父亲的
纪念本。这下，程玲看到了雷锋
的笔迹，眼里闪光了，“雷锋的
字！了不得了，我们长清还有雷
锋‘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消息一传开，新闻一宣传，

刘成德一下子名声在外。
2006 年，刘家开了个重要的

家庭会，孩子们都到齐了。
刘成德说，“我本来是想着默

默地过完这一辈子，可从报纸登
出 我 与 雷 锋 是 战 友 后 ， 我 就 在
想，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就得
发挥我的作用。我都是 70 岁的人
了，我要抓紧宣传雷锋，好好弘
扬雷锋精神”。

全家都赞成这个想法，就一
致通过了。

2011 年 11 月，刘成德由大儿
子刘才陪着去抚顺给雷锋扫墓。
雷锋墓前，刘成德献上鲜花，深
深地三鞠躬。

——雷锋战友，我来看您，
看您了！我想您，都梦到您好多
次了。我想您想得都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我来跟您说说话了!

——这一辈子，您对俺帮助
忒大了！您给我题写的赠言，我
都记住了。我照着您题的“把革
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
献自己的一切”做了，一辈子照
着这两条做了。

——雷锋战友啊，我以后继
续 按 您 赠 我 的 两 句 话 做 ， 活 一
天，做一天⋯⋯

刘成德学雷锋重在“行”。他
长期为学生当“交警”，感动、影
响了很多人！

2006年 6月中旬,一个小学生
放学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薛庄村
村中心街十字路口，被一辆摩托
车撞伤。刘成德听说后,去看现
场、找原因:一栋新起的房屋挡住
十字街口过往人车的视线，车辆
来了躲闪不及，很容易碰撞。周
围几个村的学生，都经过这里，
叫人很不放心。于是,刘成德干脆
当起了村里的“义务交警”。每天
小学生中午、下午放学时,他都站
在十字路口,指挥过往车辆,引导
小学生过街口。

6 年多来,刘成德风雨无阻在
这指挥交通,这路口再也没有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

2012年3月1日，记者陪着刘
成德为学生“执勤”。11 点 40 分，
孩子们纷纷从路口通过，有坐在家
长蹬的三轮车上的，有自己骑着自
行车的，不论大点的还是小点的，
不论男孩还是女孩，无不打个招
呼，“爷爷！”、“爷爷好！”的充满
童稚气的甜美声音，此起彼伏。一
辆校车过来了，孩子们推开玻璃窗
喊，“爷爷好！”

记者曾经问过刘成德，“您对
孩子这样好，学生来送过花吧？”

老人笑了，笑得那么甜美、
那么天真，“还送什么花，学生不
都是花！”

刘成德那双手，给多少人送
去过温暖和力量！他自己却说，

“我是‘二传手’。我得过雷锋真
传，我自己践行了，我还要传下
去⋯⋯”

有了这“二传手”，就不缺
“ 三 传 手 ”、“ 四 传 手 ”、“ 五 传
手”⋯⋯“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有传承，才有永续，中华民族的
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不正是传
真接善、承前启后吗！

刘成德在厂里是高级焊工，
上 世 纪 80 年 代 ， 有 人 对 他 说 ，

“您退休了，别在家净干那些傻事
了。凭您这技术，跟我出去挣钱
去！”刘成德回答得幽默，“俺这
根老焊条，不出去焊钱了，就在
村里焊德！”

有的说，“商品大潮波涛汹
涌，雷锋精神早已过时！”

刘成德不信邪！他不保守，
读书看报，常汲取新的营养。他
学上世纪 80 年代“新雷锋”朱伯
儒，他学上世纪 90 年代“新时代
雷锋”徐虎，他学“当代雷锋”
郭明义⋯⋯他在与时俱进。

雷锋是整个时代精神的姓名；
雷锋精神是雷锋们的共同精

神谱系；
雷锋精神是雷锋们集体创作

的永续的精神画卷！

（三）这些年 这个人

左下图 刘成德为了保证孩子们上学安全，在村子的十字路口，

当起了“义务交警”。 本版图片均为常德宝摄

刘成德放得下,

放得下美味佳肴，

放得下华装丽服，

放得下追名逐利。

却放不下雷锋！

这些年，这个人

不离这个！

上图 刘成德向机关党员干部讲述和雷锋在一起的日子。

左上图 每当刘成德与家人合影时，都要有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