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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好人带出一群好人，一群好人温暖一座城市。从老百姓中选雷锋，由老百姓选雷

锋，用百姓雷锋引领城市精神文明

近视高发、肥胖频现、力量不足……当
前，关于青少年体质状况的调查结果堪忧。
近日，一位特级教师谈当前教育改革的一席
话引人深思：“只要我们学生的睡眠得不到满
足、体质在下降、近视在增加，我们的教育改
革就黯然失色。”

青少年的健康基于强健的体魄，体育运
动是促进身心发育的有效手段。一些基层教
育工作者认为，制约体育教学最主要的因素
是体育尚未成为升学考试科目。诚然，在应
试的指挥棒下，要让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提
高体育考试在考试体系中的权重无疑是有效
途径，但仅凭应试的功利态度怕是难以起到
科学合理的锻炼效果。笔者上初中时因中考
科目有体育加试，学校便把体考科目练习作
为强制要求。被繁重的功课考试压得喘不过
气的学生，不仅体育课上要练习，还要每天早
晨五点钟起床，赶早自习前去练习。不分寒
暑的“填鸭式”“应试型”体育教学，会给学生
造成很大心理负担，以致一提起运动就心生
反感。再如，中学时课间必须要做的课间操
和眼保健操，初衷是让学生缓解疲劳、舒筋活
骨，但一些学校执行起来强制色彩太浓，由教
师、学生干部监督出操情况，动辄记过批评，
让不少孩子反感，反而不好好去做。笔者工
作之后需要久坐，才意识到少年时代反感的

“两操”，其实很有意义。
增强青少年体质迫在眉睫却又急不得，

需要多管齐下，以科学合理的引导，让青少年
认识到体育运动的价值，从而自觉自发运动，
决不能“赶鸭子上架”。强健体魄如此，教育
的其他方面，如知识的获取、心灵的陶冶、性
情的磨砺莫不如此。

追求健康体魄的同时，心理的健康同样
不容忽视。如今，“焦虑”似乎成了绕不开的
普遍话题。升学焦虑、职场焦虑，不努力焦
虑、努力也焦虑，贫穷焦虑、富有也焦虑……
思想家梁漱溟先生认为，年轻人的焦虑，在于
把欲望当志气。他说，“大家都抱有求学研究
之志，但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要回头看自
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
真学问、真进步”。

梁先生当时所言于今日仍有启示，“单是
求知识，没有用处”“做事则要集中精力去做，
一面须从容安详，一面还要挺然”。相比传授
知识和考试的本领，我们的教育更需要着力
培养健康的身心和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
我们以往的教育不乏对成功的褒奖，却缺少
对“试错”的宽容，更没有时间等孩子慢慢领
悟、成长。正如一篇反映校外培训的热帖所
述：“原本是为少数人设置的保送、特招，成了
人人都想走的快车道。谁也不敢懈怠，根本
停不下来。”这样的教育造就的孩子，或许能
考出好看的分数，但经不起失败和挫折。

有首歌这样唱：“让葡萄慢慢晕开，酿成
芳香再醒来……让时间慢慢晕开，酿成智慧
喝起来。有些事其实急不来，让挫败沉淀下
来。人生是延长比赛。急不来总有障碍客观地
存在，慢慢来会比较快。”其实，歌词里的智慧
充满人生况味。是的，人生是延长的比赛，无
论是知识学习还是身心成长，不妨多给孩子
一点时间和空间。

提起辽宁省抚顺市，人们最先想到的往
往是雷锋。雷锋在抚顺度过了人生最后的
两年零四个月，这里记录了雷锋一生中最光
辉的篇章。雷锋精神在这里形成，从这里走
向全国。

一杆大旗扛到底

1960 年 4 月 7 日，雷锋随部队来到抚
顺。在抚顺工作期间，他立功、入党、当班
长、当两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被选为这座
城市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人大代表。1960年
12月11日，《抚顺日报》整版刊发报道雷锋
事迹的长篇通讯和《雷锋日记摘抄》。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牺牲后，抚顺各界立即开
展各种纪念活动。8月17日，雷锋牺牲后第
三天，抚顺10万军民上街送雷锋，时任市委
书记沈越将预留给老母亲的棺木献出来安
葬雷锋。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与这座城市
再也没有分离。

从1960年到现在，抚顺市有着长达58
年的学雷锋光荣历史。这期间，无论形势如
何变化、社会怎样变迁，抚顺始终坚持不懈
学雷锋，每年都有紧贴时代的学雷锋主题。
上世纪60年代，深入开展“学雷锋做革命事
业接班人”活动；80 年代，提出“人人学雷
锋，创建文明城”的响亮口号；90年代，倡导

“发扬雷锋精神，争做四有新人”……
新时期的雷锋城如何留住雷锋精神？

抚顺市给出的答案是：让雷锋精神贯穿于每
一个市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到普通群众
中去发现雷锋，用身边的偶像去引领城市
文明。

赵素霞是抚顺市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尽管有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分会委员、
抚顺市人大代表等诸多头衔，但她觉得分量
最重的是“医生”。去年春夏之交，赵素霞不
慎骨折。那段时间科室医生家里相继有事，
她不管白班夜班，需要替班就顶上，坐着轮
椅查房，3个多月愣是一天也没休息。作为抚
顺市评选出的“百姓雷锋”，赵素霞有着与来
自这座城市各行各业的学雷锋标兵同样的
可贵品质：心中装着别人，有责任有担当。

一个好人带出一群好人，一群好人温暖
一座城市。从老百姓中选雷锋，由老百姓选
雷锋，用百姓雷锋引领城市精神文明，是抚
顺的创造。这一评选始于2006年，历经12
年，123 位“百姓雷锋”个人和 30 支优秀团
队脱颖而出。每一年的颁奖典礼都是全城
盛事，如今已经成为抚顺的文化品牌。

2011 年以来，抚顺以“人人学雷锋、建
设雷锋城”主题活动、雷锋精神种子工程等
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强化了学雷锋活动。抚
顺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哲告诉记者，

“抚顺市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学雷锋，优化政
治生态；引领企业立足岗位学雷锋，推动经
济发展；呼吁全社会人人学雷锋，促进社会
风气进一步改善”。

在老工业基地转型振兴过程中，抚顺把
弘扬雷锋精神融入市情厂情、爱岗敬业、自

立创业的教育实践；在培育城市精神过程
中，抚顺广泛开展雷锋文化进企业、进机关、
进学校、进社区、进村镇、进楼院活动；在推
进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抚顺大力开展“雷
锋号”评比、“小雷锋在行动”等活动，把雷锋
精神融入各项道德实践。

张哲说，“一杆大旗扛到底”，抚顺人民
用近60年的坚守和传承，不但实现了学雷
锋活动的常态化，而且形成传统，生成文化。

雷锋文化集大成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传播雷锋事迹、弘
扬雷锋精神的主阵地和重要窗口。许多外
地人一到抚顺，最先去的地方便是这里。雷
锋纪念馆讲解员刘思岚兴奋地说，“今年‘十
一’黄金周期间参观人数暴增，10月份参观
人数超过10万人”。

抚顺雷锋纪念馆是国内外少有的为一
名普通士兵建造的馆墓合一的大型纪念展
馆，于 1965 年 8 月 15 日落成，先后在
1969年、1991年、2001年和2014年进行
4次改扩建，占地面积近10万平方米。在
全国4座雷锋纪念馆中建馆最早、规模最
大。抚顺市政府十分重视这里的环境和服
务建设，每隔十来年，就启动一次大的环
境修缮改造工程。作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的
重要阵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自1965年开
馆以来，接待了国内外观众 7000 多万
人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淀，抚顺形成
了全国最集中、最丰富的雷锋文化资源。这
里拥有全国、全军两座最早最大的雷锋纪念
馆；拥有全国仅有的两处雷锋题材国家重点
保护文物——雷锋墓和雷锋纪念碑；拥有
10余处承载雷锋经典故事的历史现场、20
余个以雷锋命名的单位……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朱薇告
诉记者，“雷锋纪念馆网上展馆已正式开通，
观众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了解雷锋纪念
馆的展览内容”。

今年3月下旬，中央媒体先后走进抚顺雷
锋小学，宣传报道这所学校半个多世纪用雷
锋精神建校育人的做法。记者们感慨，这所
学校，雷锋文化积淀太深厚了！其实雷锋小
学只是抚顺众多雷锋文化资源的一个点而
已。抚顺还有一群特殊人群，包括乔安山等
雷锋生前战友、陈雅娟等雷锋辅导过的学生、
王维秀等雷锋故事的亲历者、雷锋团退役官
兵等雷锋精神传承者，以及一批雷锋精神的
研究者和雷锋文化藏品的收藏者，这些人是
解读雷锋精神、讲述雷锋故事的独家资源。

建设雷锋文化高峰

抚顺市建设雷锋城办公室主任肖宇认
为，学雷锋不仅要一杆大旗扛到底，还要根
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加强、提升、改进。

不久前，抚顺市通过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推进雷锋文化高峰建设实施
方案》。未来抚顺要将雷锋精神融入机关文
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倡导学
雷锋志愿服务，倡导“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
焉”的思想理念和行为导向。推进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探索建立建卡
积分、激励回馈、评价认同体系。打造一批
富有吸引力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建
立学雷锋志愿服务网络信息平台，鼓励公职
人员在业余时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发挥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优势，开展劳模、工匠走
基层，雷锋式少年评选，巾帼雷锋网上传递
等学雷锋活动，推动学雷锋民间组织蓬勃发
展、逐步规范、科学管理。

抚顺还将建立雷锋学院和雷锋文化核
心区，用 3 到 5 年时间，将抚顺市雷锋学
院打造成具有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学雷锋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功能的现代化教育培训学
院；将雷锋文化作为望花区的主题文化，
以打造雷锋文化小镇为载体，对雷锋纪念
馆周围6平方公里之内雷锋文化资源做好
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通过资源开发、文
化利用、价值创新，激活文化功能，催化
旅游产业，将雷锋文化小镇打造成集学
习、交流、参观、培训、体验、旅游为一
体，能够为全国干部群众学雷锋提供寻根
之旅的雷锋文化家园。

肖宇说，拥戴雷锋、学习雷锋，凝聚着几
代中国人的情感，呼应着新时代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如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雷锋作为一粒种子的初心，那么在继承中
发展和传承雷锋精神，则是抚顺这座城市不
变的初心。

鹧鸪戏是山东淄博市临

淄区朱台镇上河村的民间戏

种，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全

国唯一一个由村完整保护下

来的剧种，2011年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鹧鸪戏的演唱特点是在

每句的唱腔中加入似鹧鸪鸣

叫一样的拖音，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有匀板、亲家斗

调、悲、刨等 15 个曲牌。为

保护和传承这一民间稀有剧

种，淄博市临淄区的中小学

开设了鹧鸪戏非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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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雷锋纪念馆内，讲解员刘思岚向观众介绍雷锋事迹。
张允强摄

下图 抚顺市“百姓雷锋”代表参与魅力中国城竞演活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