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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雷锋纪念馆

一 座 城 市 的

精 神 家 园
□ 张允强

位于雷锋生前服役过部队附近的抚
顺雷锋纪念馆，自建成以来，就一直作
为抚顺这座城市的精神家园吸引着当地
居民和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游客前来参观
瞻仰。

走进雷锋纪念馆，你可以先去苍松
翠柏围绕、庄严肃穆的凭吊区参观或是
凭吊。凭吊区由凭吊广场、雷锋塑像、
雷锋墓组成。在这里你可见到高 8 米，
穿着军装，身背冲锋枪，手捧 《毛泽东
选集》 的雷锋塑像。附近的雷锋墓，全
部采用花岗岩结构，墓碑正面刻有“雷
锋同志之墓”金色大字，背面刻有雷锋
生平介绍。

走过两旁装饰着 22 枚枫叶红色花
岗岩雕刻的五角星和 22 块黑色花岗岩
雕刻的雷锋日记的雷锋之路，你会来到
雷锋纪念馆的主体部分——雷锋事迹陈
列馆。

陈列馆展厅高 12 米、周长 52 米，
呈拱顶圆形，在圆墙上绘有大型壁画，
由曲向直，布局结构新颖。设有序厅、
主展厅、影视厅、多功能厅等，序厅里
竖立有 4.7 米高的大型雷锋铸铜头像，
是我国目前室内最大的头像雕塑之一。
从这里你就可以开始在一件件实物展
中，寻找雷锋生前的身影，感受伟大的
雷锋精神。

陈列内容按雷锋成长史编排，分
“苦难的童年”、“上学读书”、“走上工作
岗位”、“参军以后”和“永生的战士”
五部分，系统、详实地介绍了雷锋平凡
而伟大的模范事迹和由一个无依无靠的
孤儿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主要历程。

陈展线长 420 米，陈展运用了现代
陈列理念和高科技手段，生动地展现了
雷锋精神。展室内还有党和国家三代领
导人为雷锋题词手迹、雷锋遗物、雷锋
仿蜡像、组合场景、多媒体音箱和触摸
屏等。

走过序厅、主展厅、影视厅、多功
能厅，看过 200 多张展出照片和近 300
件文献、实物，你会真切感受到雷锋工
作生活的场景。

抚顺雷锋纪念馆还有一大特色，就
是在一些纪念活动和节假日时，请来雷
锋生前有过接触的战友、学生和老百姓
现场为你讲述真实的雷锋。像雷锋生前
辅导过的学生陈雅娟，就多次到雷锋纪
念馆给参观者讲述雷锋故事。“雷锋叔
叔讲话快，还有很浓的湖南口音，他总
把同学们说成‘疼学们’，有时我们听
不懂就拉着他的衣襟说‘雷锋叔叔，你
能再讲一遍吗’，每次给我们上完课，
他的衣襟总是留下我们的小黑手印。”
她生动的讲述，一直是这座纪念馆最吸

引人的“口述式展览”。让触摸雷锋精
神在这座纪念馆里更加真实和生动。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雷锋纪念馆也
从 1964 年 始 建 后 ， 进 行 过 3 次 改 扩
建。今年 2 月 26 日，抚顺市又向社会
公布了雷锋纪念馆将实施新的改扩建工
程的消息，这是雷锋纪念馆建馆以来的
第 4次改扩建。

抚顺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商泽
友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雷锋
精神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学雷锋活动
的要求不断提升，雷锋纪念馆的陈展
规模、陈展设施、陈展手段等软硬件
设施需要进一步更新和提升。这次改
扩建主要是修缮雷锋墓、改造展馆和
园 区 ， 其 中 亮 点 就 是 设 互 动 体 验 内
容，使参观者在仿真的生活体验中，
进 行 自 我 评 价 、 自 我 感 受 、 自 我 教
育。这次改扩建后，雷锋纪念馆将发
挥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
培训基地的作用，成为雷锋精神的教
育中心、培训中心、活动中心、研究
中心，向人们更好地宣传雷锋精神。

雷锋纪念馆已经成为抚顺这座城市
的精神象征，雷锋精神也早已与抚顺血
脉相连。

抚顺人最早受到雷锋精神的影响。
雷锋一到抚顺便融入这块土地，做了数
不清的好事：路过建筑工地，他和工人
一起推砖；洪水袭来，他顶风冒雨参加
抢险救援；他关心教育，担任了两所小
学的校外辅导员。雷锋很快赢得了抚顺
人民的爱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以自己壮美的青春年华垒筑起一座巍
峨的精神丰碑。雷锋因公殉职，抚顺市
举行了公祭大会，时任市委书记用为自
家老母准备的棺木安葬雷锋，全市近10
万人自发地涌到望花大街为雷锋送葬。

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坚定传承者，也
是学雷锋的最大受益者。雷锋助人为
乐、爱岗敬业、勤俭节约、积极进取的
精神已在抚顺人心中扎根、开花、结
果，雷锋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抚顺的城市
血脉之中，并累积升华为城市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品格。

走在抚顺街头，你看到最多的就是
“雷锋”的字样；与抚顺人接触，最能
触动你心灵的就是“雷锋”的名字。迎
面而来的是一辆辆“雷锋号”公交车，
路旁一一闪过的是雷锋团、雷锋小学等
以雷锋命名的单位。

50 年 的 坚 持 不 懈 使 抚 顺 有 了 底
气，以雷锋的名字为自己的城市加冕，
在全国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建设雷锋城的
目标，以一种高标准的道德实践继续发
扬雷锋精神。

没有一个人，像雷锋这样，让一座城市如此自豪；没有一座

城市，像抚顺这样，与雷锋精神血脉相连。在“雷锋城”抚顺，雷

锋纪念馆就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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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爱

“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
是鲜活的价值观。”

许张氏，97 岁，照顾病儿许全意 40 多
年，被网民称为“最坚强母亲”。

她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西关社区居
民，家住棚户区，低矮的砖屋，20 多平方
米，几把破椅子，一个旧桌子，两张简陋的
床。儿子已经 60 岁,长期瘫痪在床，大小
便失禁，患有精神病，不认识家人。喂饭，
喂药，洗澡，洗尿布，端便盆⋯⋯无数次地
重复着，一天又一天。

有关方面想特事特办把她的儿子安排
到福利院，以减轻老人的负担。她却不愿
对外添麻烦,“是自己的娃吧？是啊，当然
要自己照顾！”

上海的一家企业老总派人送来 10 万
元，老人谢绝了。很多人的爱心捐款，她都
没收。有的想曲线赞助一笔钱，由老人的
其他子女代管，她态度那么坚定,“谁敢拿
人家的钱，就别认我这个娘！”身已弯成弓，
心如绷直的弦,“你们送来这么多东西，就
承情不过了，这辈子拿什么来报答啊？我
们不能再要钱了。”

每月 290 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每月 50 元的残疾人补助。当
地民政部门为他们娘俩提供了政策温暖。
这叫许张氏一直感念，常常念叨：“感谢党，
感谢政府！”街道上问她还缺啥？老人指着
自己和躺在床上的儿子说,“我和他都不给
政府出力，政府对我们这么有恩，咋能再提
要求拖政府后腿呢？”这质朴的话，使在场
的人无不动容。

陈斌强，1976 年生人，悉心照料患上
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梳梳头，洗洗脚，剪
剪脚趾甲⋯⋯重复的日子，像爱的旋律，在
心中反复吟唱。

他是浙江磐安县冷水镇中心学校初中
语文教师。2007 年，母亲病了。5 年多
来，每周的开始，用一根青色布条，把自己
与母亲绑在一起，骑上电动车，从县城的
家，到 30 公里外的学校，带上母亲去上班，
到周末，载着孝顺，一块回到家中。他像讲
课、像批改学生作业那样投入地伺候母亲，
他像孝敬母亲那样热心地关爱学生。

他教的两个班，语文成绩连续多年蝉
联当地联考第一名。

皇甫辉勇，江苏淮安人，1983 年出生，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56 部队 51 分队
班长。他对家庭的尽责，感人泪下。

2011 年，乌云忽然笼罩家庭，妻子蒋
晓芳检查出恶性脾肿大。她家的日子困
难，3 万元手术费，哪有这么一大笔钱？他
奔波，寻医，到处借钱，为他的爱妻做了手
术。蒋晓芳命运的小船，本就遇了风，偏又

来了浪，第二年又查出患有畸胎瘤，妻子
说：“咱离婚吧⋯⋯”善良的蒋晓芳不愿拖
累丈夫。“晓芳，天塌下来，我顶着！”皇甫辉
勇像山一样，挺立的是男子汉的担当。高
达 10 多万元的手术费，而且就是手术存活
也渺茫。但他千方百计救治。

部队的援手，战友的爱心，汇流成力
量，帮助蒋晓芳治疗。手术后，她的自理能
力完全失去，皇甫辉勇铁骨柔情，无微不至
地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

2012 年 12 月，妻子病情的恶化又一
次逼近。他永不放弃，“没钱可以借，只要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尽百分之百的
努力！”

无力回天，妻子去世。在最后的日子
里，蒋晓芳用微弱的话语表达出心中的强
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遇见了皇甫，
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这样的丈夫
死而无憾。”

他在妻子的遗像前承诺：像对待自己
的亲生父母一样照顾岳父，为岳父养老送
终！

友 德

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
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
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
己遭到灭顶之灾。生态友德，人
人有责。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
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20 多
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
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在滇西
保山市施甸县广为流传的民谣，是杨善洲
的生动写照。

1988 年，担任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的
杨善洲退休，组织上关心，想让他搬到昆明
居住，并可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
——他婉言谢绝。

他要回家乡绿化荒山。离施甸县城
东南约 50 公里有一座大亮山，他的老家
就是山脚下姚关镇陡坡村。从前是青山
绿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毁林开荒，山
石孤寂地裸露，山间溪流干枯得眼神悲
哀。原本随处清水可饮用，如今却连饮
用也要到离村几公里外的地方去挑。越
穷越开荒种地，越开山越荒，生态环境急
剧恶化。

“你到别处种吧，这里连野樱桃和锯木
树都不长。”家乡的人好心劝他。他却坚定

“种树扶贫”的决心，成立大亮山造林指挥
部，杨善洲亲自担任指挥长。

大亮山上，杨善洲的屋里，手锤、砍刀、
板锄就地待命，蓑衣、草帽、马灯随时听令
⋯⋯

大山真厚道，人给它一个好，它就给

人 一 百 个 好 。 2009 年 9 月 至 2010 年 5
月，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纠缠着保山，但
绿意浓浓的大亮山，水汪汪的大眼睛，满
含慈爱，充足着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用
水。当地人骄傲地说，如今的大亮山已成
为姚关、酒房、旧城等周边地区重要的水
源地。

20 多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 5.6 万亩，
林场林木覆盖率达 87%以上，活立木蓄积
量价值超过 3 亿元。2009 年，杨善洲将大
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杨
善洲的洲上遍生着坚守信念的树、全心为
民的树，遍开着无私奉献的花、勤奋工作的
花。

写到“上善若水”，想起一条流着浊水
的河，这就是流经淄川的孝妇河。水是黄
色的，污染源在哪？上游一家矿山企业被
锁定，可去检查，污水处理却运转正常。

穷追不舍，查到几十米的排污管道。
同事提醒，这管道直径只有一米左右，会积
淀有害物质，进去太危险。“我当过兵，我进
去！”他在腰上拴上绳子，慢慢往里钻。绳
子放进了 10 多米，听不到他的回音，同事
担心，赶紧把他拽出来。

再探——他又冒险钻进排污管道。终
于查明，黄水是企业过去的矿渣渗水。多
年无法查证的污染源，在坚持中找到，在坚
决中清除，孝妇河又有了鱼儿的欢快。

他，山东省淄博市环保局淄川分局监
察大队监察一科科长孟祥民。他 1981 年
参军，1996 年转业。关键时候，他总能挺
身而出，尽显英雄气概。

“谁过来，就打死谁！”10 多名社会闲
散人员，手拿砖头棍棒，为一业主助纣为
虐。临危不惧的孟祥民，站到了最前面，大
义凛然，仿佛挺直的柱石。他智勇双全，与
同事一起，制服了违法者。

孟祥民铁骨铮铮，被辱骂，被放狗咬
伤，家人被威胁⋯⋯他都无所畏惧，“我们
胆怯了，河流就会流泪。”淄川区环保局监
管的企业近 3000 家，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孟祥民是整治行动的主力。在打攻坚
战的时候，他查出直肠癌，仍然拼命。在两
年半时间里，孟祥民经历了 22 次化疗，除
去必须的住院，他都奋战在岗位上。带领
着同事们先后关停取缔小砖瓦窑 124 家，
小炼铁厂 21 家，小石灰窑 292 家，圆满完
成环保整治任务。

他 47 岁有形的生命停止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他无形的生命永生在绿水、青山、
蓝天，永生在老百姓的心里。

天长地久，道远德悠。
道德在何处？在田间的劳作中，在炉

前的火热中，在雪域的哨所里，在三尺的讲
台上，在一句问候里，在一个微笑里，在一
个举手之间，在一生坚持之中，在小的设想
里，在大的决策中，在英雄壮举，在凡人善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