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国大地上，有一股力量代代传承、闪闪发

光，这就是雷锋精神。1963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亲

笔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各地由此

开启了经久不息的学雷锋热潮，深深影响了几代

人。50多年来，雷锋精神的光芒愈加熠熠生辉。

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回忆当年毛泽东题词

的经过：雷锋牺牲后，毛泽东阅读了报纸上有关

雷锋的报道，了解了他的事迹。毛泽东曾对当时

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中

国青年》 杂志准备推出一期学雷锋专辑，并提出

请毛主席题词的设想。不久，毛泽东同志亲笔

题词。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

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

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

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

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

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

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

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崇高的理想信念

雷锋精神源于何时？

“将来，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当一名新式农民，

驾起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将来，如果祖国需要，

我就去做个好工人建设祖国；将来，如果祖国需

要，我就去参军做个好战士，拿起枪用生命和鲜血

保卫祖国，做人类英雄。”这段话，是雷锋在小学毕

业典礼上的发言。

雷锋在青少年时代就自觉把个人前途命运与

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以实际行动

做到了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在不同岗位上实

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誓言。

“哇，雷锋也是帅哥啊。”鞍钢集团博物馆中，

雷锋穿背心的阳光形象引来参观者的啧啧赞叹。

在鞍钢工友们的印象里，雷锋是干活好把式、热心

好兄弟，不仅会写诗、拉手风琴，还像一团火般温

暖着身边的每个人。在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时，

他不仅能熟练驾驶，还掌握了维修技术，连他使用

的推土机都被评为厂里的“红旗设备”。

“许多老师傅都佩服雷锋‘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

神。”鞍钢集团博物馆馆长车千里介绍，雷锋在

鞍钢工作的 423 天里，先后 3 次被评为厂先进生

产者，18 次被评为标兵，5 次被评为“红旗手”，

并荣获“鞍山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荣

誉称号。

1960 年 1 月，雷锋在辽宁辽阳应征入伍，实现

了“当一名战士”的愿望。辽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馆长任广友介绍，在部队，雷锋是节约标兵，衣服

和鞋破了总是补了又补，却把自己两年来在工厂、

部队积攒下的 200 元钱全部捐给了抚顺人民公社

和辽阳抗洪救灾；雷锋还是学习标兵，他常说学习

时间是挤出来的，他的笔记本记满了理论学习心

得，在他最爱读的《毛泽东选集》上写着上百条眉

批，他平时主动给大家读书读

报，先后担任过部队驻地周边

两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雷

锋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

两次，被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今后，我要更加珍爱人

民和尊敬人民，永远做群众的

小学生，做人民的勤务员。”雷

锋牺牲前的最后一篇日记里

这样写道。

丰沛的精神滋养

“我们学习雷锋，雷锋又是学的谁？”辽宁省雷

锋研究会秘书长张仲国说，雷锋心中的榜样，既有

英雄人物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等，也有身边

人。比如人们熟知的“螺丝钉精神”，就源于时任

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的言传身教。被评为“全国

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受到毛主席接见

的冯健也是雷锋学习的榜样。1961 年，雷锋给冯

健写信并附上一张擦洗汽车的照片，在照片背面

写道：“冯健姐姐，我永远向你学习。”

一个只有 22 年短暂生命的普通战士，一个为

人民服务的普通共产党员，为什么能几十年赢得

一代又一代人的敬仰？雷锋精神的伟大生命力从

何而来？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孙成杰说，这背

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的滋养。

“在雷锋精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脉络。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崇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便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孙成杰

认为，当时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生活对雷锋的吸

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雷锋的感染，使雷

锋在学习锻炼中获得思想升华，形成高度的行动

自觉，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挚热爱和对社会主义

新中国的感恩认同，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创

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忘我投入。

雷锋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却感人至深。1960

年末，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抚顺日报》

首次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相继发

表了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雷锋精神的种子就此

生发远播，感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雷锋的后继

者，筑起了一座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精神丰碑。

沃土上的火热传承

50 多年来，雷锋精神在辽宁深深扎下了根。

全国第一个新时代雷锋精神研究中心，第一个雷

锋事迹网上展馆，7 处雷锋主题纪念场馆，还有遍

布全省的以“雷锋”名字命名的雷锋班、雷锋岗、雷

锋学校、雷锋号列车……雷锋精神融入了辽宁人

的精神血脉，愈增其光，从未褪色。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

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在抚顺雷锋学

院，熟悉的旋律时时萦绕耳畔，很多学员把雷锋的

图片贴在床头。

“雷锋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辽宁坚持

用雷锋精神淬炼思想、涵养正气、升华境界、指导实

践。”孙成杰介绍，在辽宁这片英模辈出的沃土上，

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像雷锋一样的时代楷模，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个人理想

价值。曲建武、罗阳、郭明义、尉凤英，中船重工第

七六〇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这些楷模身

上蕴藏的深厚家国情怀，与雷锋精神一脉相承，同

样可敬、可亲、可学。

恩格斯曾说，在崇高的土地上，必然成长起许

多高尚的精神。一代代道德楷模不断丰富着雷锋

精神的时代内涵。在辽宁千余名学雷锋道德模范

和“辽宁好人”中，郭明义是杰出代表。当年亲自

选送雷锋和郭明义“两代雷锋”参军的老红军余新

元，多年来矢志不渝宣扬雷锋精神，被群众誉为

“雷锋知音”。余新元说，“雷锋参军前在我家住了

58天，我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送郭明义参军

前，余新元不断叮嘱他“当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

自 2009年由郭明义发起的“郭明义爱心团队”

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已有1300多支分队、230多万

名成员，帮扶包括深度贫困地区在内的6800多户国

家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援助金额 3080 余万

元，成为新时代学雷锋活动坚实而磅礴的基础力

量。爱心团队中涌现出“当代发明家”李超、勇闯火

海英勇牺牲的孙利东等一批先进典型。“跟着郭明义

学雷锋”已成为辽宁各界学雷锋活动的鲜明符号。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

队”回信，勉励他们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

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郭明义爱

心团队”的志愿者纷纷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辽宁振兴发展，同样呼唤

助人为乐、爱岗敬业、忠诚奉献、攻坚克难、开拓进取

的奋斗者，同样需要接力传承、继续弘扬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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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怎样才能永不干涸？雷锋的答案是：放进

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沧海一粟。

我决心永远和群众牢牢地焊在一起。”

曾经和雷锋朝夕相处的战友、80 岁的乔安山说，

最好的缅怀就是践行，自己后半生最主要的事情就是

学习、宣传雷锋精神，要像雷锋那样以服务人民为幸

福，做永不干涸的“一滴水”。

走进辽宁抚顺市乔安山的家中，映入眼帘的是关

于学雷锋的一面面锦旗、一座座奖杯。在客厅醒目位

置，摆着乔安山最珍爱的雷锋半身铜像，一尘不染。“每

逢过节，家里都要留一副碗筷给雷锋；每年清明节，我

们一家都会去祭扫雷锋墓……”说起家里几十年的传

统，乔安山的孙女乔婷娇感慨，“雷锋一直活在我们每

个人的心里，雷锋精神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

“当年我没有文化，雷锋特意申请把我调到同一个

班，主动跟我结对子教我学习。”乔安山记得，当时报纸

上发表了《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的文章，雷锋

读给大家听，讲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乔安山回忆说：“我

文化程度比别人低，学习信心也不足，特别是一学数学

就头疼，有时上课会忘记带笔和本。有一次，雷锋让我

做作业，我说钢笔丢了，雷锋便把自己的一支笔送给

我，还给我订了一本作业本。我很受感动，学习热情渐

渐高起来，后来考试成绩不错，我记得全班总评成绩为

优秀。”

雷锋牺牲后，乔安山万分心痛、沉寂多年。直到

1996 年，一部以乔安山为原型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

子》上映，人们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乔安山一直在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乔安山传播雷锋精神的足迹

遍布全国，目前他已宣讲雷锋故事逾 4000场次，在 160

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为扶贫助学捐款 10 余万

元。有一次，乔安山因为劳累过度，在演讲台上晕了

过去。

“我想他呀。”乔安山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有时

心里太难过，他就跑去雷锋墓前和老战友念叨念叨，

“雷锋啊雷锋，我的好兄弟。你可知道，再难，我也要走

你没走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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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图 抚顺市的少先队员们在雷锋塑像前抚顺市的少先队员们在雷锋塑像前缅缅

怀雷锋怀雷锋。。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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