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南省邓州市东入市口，紧邻着
207 国道，有一个标志性建筑很引人注目
——屋顶犹如红色旗帜迎风招展，外墙点
缀着巨大的五角星，屋前广场上矗立着巨
大 的 石 碑 ，上 面 写 着“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这就是邓州市“编外雷锋团”展览
馆，自2003年竣工以来，已经成为一张耀
眼的名片，温暖着邓州这座古老的城市。

“看着纪念馆建成，我觉得自己完成
了一件心愿，让更多的人知雷锋、学雷
锋，使雷锋精神薪火相传，俺也算不辱
使命。”“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动情
地说，“学习雷锋是俺的责任，也是俺一
辈子的事业”。

今年已经 76 岁的宋清梅从没忘记过
自己的承诺。

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

1960 年 8 月，宋清梅参军入伍，被分
配到沈阳军区工程兵十团，与雷锋成为战
友，和他一起工作、生活了两年。这段特
殊的人生经历，使宋清梅和雷锋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1962 年 2 月 19 日，我与雷锋一同出
席军区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们住在一个房
间。雷锋在我笔记本上写下赠言——‘一
个革命者，就应该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
个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宋
清梅说，这短短的赠言，成就了他和他的
战友们半个世纪的执著坚守。

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宋清梅一步一
个脚印奋斗不息，从战士到班长，从排长
到指导员，38岁时被任命为雷锋生前所在
团第九任团长，并多次立功受奖。“走进来
学雷锋，走出去做雷锋。”宋清梅像历任团
长一样，用“团规”教育官兵，鞭策自己，把
学雷锋作为人生的目标和追求。

1986 年，宋清梅服从组织安排，从部
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到河南邓州市文明办
任副主任，时任主任是一个前几年从部队
转业回来的排长。

有人劝他说：“老宋，去找找组织，凭
你雷锋团团长这块响当当的牌子，咋说也
得给你安排个像样的职务。”可宋清梅却
觉得国家这么大规模裁军，组织上安置确
实有困难，他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向组织
讲价钱、要官当，“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
有高低之分，干啥都一样，只要无愧于党
的培养，无愧于雷锋战友的称号，我就高
兴”。于是，他在邓州市文明办副主任的
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邓州，他和部队同乡一起组建起了
“学雷锋小组”“学雷锋指导委员会”等公
益组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觉践行和

传播着雷锋精神。

成立编外雷锋团

1989 年 3 月，邓州开展“学雷锋、
树新风，雷锋精神在邓州”群众性活
动。得知消息后，宋清梅的心情格外激
动，“将雷锋精神传递下去”这个信念又
被重新点燃，产生了成立“编外雷锋
团”的想法。

1997 年 4 月，“编外雷锋团”正式成
立，雷锋的560名战友组成3个营，结合行
业、岗位特点学雷锋，由宋清梅任团长。
随后，邓州市政府建起了“编外雷锋团”展
览馆，“雷锋”正式在邓州市落户了。

“编外雷锋团”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
定：只要是介绍雷锋、宣传雷锋的，不
论是什么形式的报告会，不论路近路
远，人多人少，邀请谁去，谁就积极前
往。作为“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
更是积极主动地宣传和实践雷锋精神。
仅 2002 年，他一人在南阳各地就作报告
40 多场，有时一天讲几场，嗓子哑了，
吃点药，喝点水，继续讲。只要能发

声，就绝不下讲台。
近 20 年来，“编外雷锋团”的足迹

遍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邓州市张楼乡吴集村村民武文令因

患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和腰椎间盘疾
患，多年卧床不起。妻子没有劳动及料
理家庭的能力，女儿辍学，儿子寄养在
亲戚家，家中房舍破败，武文令实在没
有钱支付住院费用，整个家庭陷入绝望
境地。

得知这一情况后，“编外雷锋团”倡
议并发动吧友营回民支队、雷锋银行、
邓州义工等企业、商家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组织人员前往武文令家探视并为
其募捐善款2.8万余元及一些生产、生活
用品，并主动联系南阳一家爱心医院，
使他入院接受治疗直到逐渐康复。

在此期间，“编外雷锋团”还联合多
家爱心企业，无偿帮助武文令家建起 3
间砖混结构平房，使武文令又有了一个
温暖的新家。每逢春节，宋清梅还带领

“编外雷锋团”成员、吧友营回民支队等
给武文令一家送去爱心款和米面、粮
油、衣物等生活用品⋯⋯

雷锋精神扎根南阳

20年来，学雷锋的“火种”从邓州到南
阳大地被点燃，“大学生雷锋营”“厨师营”

“巾帼营”⋯⋯目前，“编外雷锋团”已经发
展到20个营，成员1.3万多名。

尽管当年的 560 名青春男儿已有近
200 人离世，健在的也都是年过七旬的白
发老人，但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
多的新生力量加入进来⋯⋯“用做好事去
感染别人，用行动去传递雷锋精神，点滴
正能量就这样汇聚起来了。”宋清梅说。

“我志愿加入邓州编外雷锋团，遵守
团的章程，履行团员守则⋯⋯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永做雷锋精神传人。”每年全国
学习雷锋日的前夕，都有一批新团员宣誓
加入这个光荣的队伍。

作为新鲜血液的代表，第一个大学生
营——南阳理工学院大学生营，自 2004
年4月29日成立以来，营员已发展到目前
的3000人左右。“一批又一批大学生营员
毕业，一拨又一拨新生加入，不曾改变的
是同学们对雷锋精神的传承，即使走向工
作岗位，他们也从来没忘记过雷锋精神。”
南阳理工学院“大学生雷锋营”负责人自
豪地说。

“电力雷锋营”设立的“光明基金”，为
困难用户免费送电；抄表女工组成“三八
雷锋班”，为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军烈
属提供特需服务，甚至代买粮油米面；36
个专业服务班，10多年来为上千户居民免
费维修用电设备。

吧友营是邓州“编外雷锋团”的一个
特殊群体，以“邓州吧”和“湍河吧”两个贴
吧为根据地，采取网上寻找帮扶对象，网
下实施帮扶活动的形式，从最初的 136 人
发展到现在的1000多人。

“编外雷锋团”用一件件好事播撒着
雷锋精神的种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践行
雷锋精神，无私奉献的正能量以几何倍数
在南阳扩散、生根、壮大⋯⋯

“编外雷锋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还
把雷锋精神传向全国，足迹遍及 14 个省、
48个市(县、区）。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我要在有生之年，
尽心尽力，不忘初心，继续当好播撒雷锋
精神的种子，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今年“七一”，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被表彰后，宋清梅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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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崎岖，一路颠簸，
远处的群山环绕着白色的云
雾，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
罐子窑镇兴中小学便坐落在
一 座 海 拔 2000 多 米 的 山
上。陈美荣是这里的六年级
语文老师，2014 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

《经济日报》 记者到访
时，陈美荣正在上课，“同
学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时
代是幸福的，不用担心交
不起学费，不用担心饿肚
子，因为我们身后有强大
的祖国。来自华润怡宝的
爱心人士千里迢迢来给我
们捐赠图书馆，给我们送
来了精神食粮”。

这是陈美荣发自内心
的话。她告诉记者，选学
师范专业，是因为自己对
老师的爱，“我特别喜欢我
的小学老师，她经常带着
我们去田野摘野菜，去森
林采蘑菇，去山坡摘野果
⋯⋯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
的回忆，我也想把这样的
美好带给我的学生”。

2005 年，陈美荣考入
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被
招聘为普安县罐子窑镇辣子
树村红卫小学“特岗”教
师。这是全县最贫困的村
子：石头山多，交通不便，
全年约有一半时间被大雾笼
罩。这里冬天特别冷，降水
量少，全村的饮水问题主要
靠修筑小水池或小水窖收集
露天雨水解决，生活条件艰苦。陈美荣在红卫小学
工作了近 5 年，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2014 年，
她被调到罐子窑镇兴中小学，继续从事钟爱的乡村
教育工作。

“每天早晨 5 点多起床后，我会读 1 小时书。
要提高充实自己，每天都需要学习，因此，我给自
己规定了固定的学习时间。”早晨 7 点半，陈美荣
走进教室，带孩子们晨读。兴中小学虽然有图书
4000 余册，但大部分不适合小学生阅读，加上农
村家长忽视孩子的课外阅读，孩子们手中几乎没有
课外读物。

陈美荣说：“由于课外读物缺乏，很多农村孩
子存在‘精神’发育不良现象，思考跟不上。”

为让农村孩子多读书、读好书，陈美荣计划在
全校开展人人读课外书活动。由于许多孩子阅读基
础较差，陈美荣就让基础好的同学当“小小说书
家”，读给基础差的同学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
营造读书学习的氛围，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一些孩子
不认识字等困难。她计划让同学们自由组合选读一
本书，把听到的、读到的感受都写一写。等到同学
们读的书多了，再开展读后感活动，带动全校的学
生读书。

陈美荣给记者看了她的笔记本，每个字都写得
工工整整，记录的都是她教书育人的心得。“读书
让我们有一种宁静的心态，从容的心情，智慧的头
脑，开放的胸怀。所以，教师要想得到成长，再忙
也要挤时间看书，要把阅读作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
的事情去做。”陈美荣说，“善于读书学习的教师，
就能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通过阅读不断思
考、不断进步”。

陈美荣说：“做着一份让自己沉醉的教育工
作，是我最大的幸福。”但她对农村小学没有德体
美老师深感担忧，“我在农村长大，不善于唱歌跳
舞，但我每天会利用课余时间，和孩子们通过网络
视频学习跳舞。我不在乎自己动作笨拙，因为那些
放不开的孩子太需要老师为他们作表率了。希望这
些农村娃儿们将来走入社会都能活泼、自信”。

陈美荣的微信名叫“晨露”，她说自己虽像一
颗露珠那么渺小，但希望自己的心、做人的态度永
远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清澈干净，让自己浇灌的幼苗
茁壮成长。

因工作出色，陈美荣曾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师德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2015 年，她作为全国“最美教师团体”
代表，参加全国巡回演讲。

用清澈的晨露浇灌幼苗

—
—记全国优秀教师陈美荣

本报记者

陈

颐

陈美荣在学校。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艺藐

泰山巍巍，茶香幽幽，在泰山北麓种出
的“灵岩”茶销往全国。

“一年小有名气，三年大有名气。”济南
长清区委书记王京文为长清茶产业发展提
出的目标，清晰而明确。近年来，长清茶不
负重望，2012年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叫响了我国高纬度北方茶的品牌。

在长清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泉城第
一种茶人董庆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改写
了近代济南“饮茶不产茶”的历史，建成了
长江以北最大的有机茶园⋯⋯

贩茶：艰苦创业写新篇

“ 趵 突 泉 水 甲 天 下 ，泉 城 更 有 灵 岩
茶”。说起灵岩茶的种植，立泰山茶业公司
董事长董庆国感慨万千。董庆国出身于茶
业世家，1909年，他的祖父开设首家“立泰
山茶庄”。凭借诚信经营，立泰山茶庄迅速
成为长清最负盛名的茶庄，世事更迭、始终
屹立。

上世纪80年代，立泰山茶庄发展的接
力棒传到董庆国手中。20 多岁的董庆国
一边在长清电影院前的铁皮屋里经营代销
点，一边拉着地排车到各个乡镇赶集。为
能抢个好位置，他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出发，
到了镇上在人家大门口前睡一宿，第二天
天一亮早早开张。1986年，董庆国在长清
城区开了他的第一家茶叶店，运输工具也
从地排车，发展到摩托车、柴油三轮车，后
来又发展到单排汽车。他一手打造的立泰
山茶庄在城区开了好几家分店，每月销量
10万多斤。

他不仅善于经营茶庄事业，对茶文化
也情有独钟。“身在净土上方界，闲观野鸟

鸣幽谷，顿觉超俗话新茶，再整衣冠拜佛
牙”——一次偶然的机会，董庆国在灵岩寺
内一块风蚀斑驳的石碑上发现了“灵岩茶”
的历史痕迹，他推断文中提到的“新茶”即
为灵岩寺周边种植的茶树。那瞬间，一个
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形成。

“山东日照能够产茶，济南为什么不
能！我要让茶叶在长清这片土地破土发
芽，茁壮成长，改写济南近代‘饮茶不产茶’
的历史，使‘灵岩茶’再续前缘。”董庆国说。

种茶：南茶北引续前缘

梦想付诸现实，却是步步艰难。董庆
国最初的想法，是能够找到长清原产的野
生茶进行移栽繁育。为此，他踏遍长清的
重峦叠嶂，终于在灵岩山悬崖上发现一株
像茶的植物。但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化验
后，给出了“未见任何茶成分”的结论。

“不能寻茶，那就引茶，我就不信长清
大地上长不出茶树。”董庆国下定决心。没
有现成的农田搞试验，他就开荒地进行土
壤改造；没有水电，他就自己打井装变压
器；没有经验技术，他就查阅书籍聘请专
家；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丽霞博士、安徽农业
大学的詹罗九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都曾
到他的茶园进行过指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的反复试
种，2003 年 7 月，董庆国终于培育出济南
市第一片有机茶园，恢复了济南中断千余
年的种茶史，证明了茶叶可以在长清大地
生长。

然而，就在董庆国准备大展身手时，
一个现实的困难摆在他面前：灵岩寺周边
土地紧张、水源缺乏，茶叶种植成本太

高。要想实现茶叶的大规模种植，必须寻
找更为合适的地点。董庆国跑遍了长清的
山山水水，最终把目标圈定在泰山北麓的
万德镇南部山区。2006 年，董庆国在马
套村成功流转土地400余亩，建成立泰山
灵岩茶基地，开启了济南茶产业发展的新
篇章。

如今，董庆国的茶园面积已发展到
3000多亩，立泰山公司也由当初单一的传
统茶庄，发展成为集种植、推广、加工、销
售、培训于一体的现代化茶企业，灵岩茶也
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在董庆国看来，
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意味着事业的成
功，更是心中那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信念的不断凝聚。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以茶生津，以茶会友，以茶雅志，以茶立德，
茶叶不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所需，更是文
人墨客的精神所求。”作为一名茶文化的痴
迷者，董庆国不仅严格控制茶叶的质量，在
茶叶的形体、口味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

“采茶一定要在早上，鲜叶表面不能
带有水珠和杂物，鲜叶的长短大小、老嫩
必须均匀一致。”在茶叶鲜叶的选择上，
董庆国采用严格的等级收购制度。“火前
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经过多
年的摸索实践，董庆国总结出一套独特的
炒茶、制茶工艺，生产出的灵岩绿茶“外
形直，色泽翠，香气浓，滋味醇，汤色
亮”，灵岩红茶则具有“形似菊，相如
兰，味若莲”的独特品质。

传茶：产业兴旺富茶农

“一亩茶十亩田，每天都到茶园去捡

钱，一个芽头 3 毛钱。家有 2 亩园，年收 3
万元。”说起种茶的好处，茶农兰俊忠有说
不完的话，“去年我种植的 20 亩茶园纯收
入20多万元，非常感谢立泰山公司给我们
山区农民找到了这条致富路”。

2006 年 4 月，董庆国牵头成立了济南
市长清茶叶协会，对广大茶农进行规范化
管理，提高茶叶生产的组织化程度。2007
年12月，董庆国组织成立长清区富民茶叶
种植专业合作社，采用“公司+协会+合作
社+农户”的新型运作模式，向茶农提供种
苗及种植技术，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逐步形成“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
连农户”的农业化生产新格局。

“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不仅要敢于担
当、勇于创新,还要乐于奉献、回馈社会。”
董庆国不仅将自己的技术无私地传授给茶
农，还先后帮助 89 名大学生就业，使 37 名
下岗职工和 320 名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
对60多户困难户实施定点帮扶，带动周边
2000 多农户走上致富路。他先后荣获

“2013影响济南年度创新人物”“山东省新
农村建设突出贡献人物”“山东省百名创业
之星”“2015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
等荣誉，被称为“泉城第一种茶人”。

“能以一叶之轻，牵众生之口者，唯茶
是也。公司要继续以市场为导向，以茶农
增收、企业增效为中心，着力实施科技、品
牌、文化三大突破。”谈起未来的打算，董庆
国的兴奋溢于言表，“我的理想，就是要以
灵岩茶‘一叶之轻’舞动种茶、制茶、卖茶、
茶旅游、茶文化、茶餐饮等产业长龙，实现
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打造中国北方
独具特色的茶产业品牌”。

南 茶 北 引 满 坡 香
——记山东立泰山茶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庆国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李 娜

▲ 生活中的宋
清梅。 （资料图片）

▶ 宋清梅和小
学生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