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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春季，

花儿初开，

大地染绿，

你带着你特有的微笑，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还是那个22岁的士兵，

虽已过去，

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和你同年的老兵，

一个个都已年过古稀，

白发苍苍，

蹒跚着步履，

只有你，

封存和定格了自己的青春，

封存和定格的还有

领章上汽车兵的符号，

和那褪色的土黄色军衣！

这是并不遥远的记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

在中南海他的桌案前，

俯下伟岸的身躯，

凝神挥笔，

写下七个苍劲的大字：

“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啊，这等于

在你因公殉职半年之际，

我们的党，

把一块功勋的牌匾送给你，

这块牌匾，

在祖国的山河间，

在亿万人的心里，

是那样光彩夺目，

恒久的悬挂，

高高的耸立！

雷锋，我们需要你！

我们的时代需要你！

你不是——

不是手托炸药包的董存瑞，

他那一声爆响，

摧毁了反动派的堡垒，

鼓舞了勇士们冲锋的士气！

你不是——

不是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

他那飞身一扑，

瞬间凝成了

一个世代称颂的壮举！

雷锋啊，雷锋，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你平凡的事迹，

并不惊天动地。

你的信念很是单纯，

你的观点十分简易，

你说，生命是有限的，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要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你说，一滴水

只有放进大海里，

才永不干涸；

一朵鲜花，

打扮不出春天的美丽！

你曾反复发问，

问别人也是问自己：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雷锋啊，雷锋，

你当兵的岁月，

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军人粮食也定量，

不能随意吃饱肚皮。

你和战友到野外打草，

中午，坐在山坡歇息，

你见有个战友饭盒空空，

他一早把午餐提前吃到了肚里，

此刻，他无奈又无语；

你面有愧色走到战友跟前，

捂着肚子，

谎称自己胃肠有疾，

把自己的饭盒递给他：

“啊，请帮个忙，吃下去……”

还是在鞍钢当青工的年月，

有一天，夜晚天降暴雨，

站台上

堆放着白天卸下的几百袋水泥，

你放下正在阅读的书籍，

毫不犹豫，

毫不犹豫，

回宿舍抱起自己单薄的棉被，

和工友们一起跑到站台，

把那床棉被铺盖到水泥上，

你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露出了孩子般

难抑的欣喜！

雷锋，你用你不多的积蓄，

跑到书店去买书，

在连队办起小小图书馆，

给战友们带来心灵的慰藉。

让大家和自己一样，

在清贫的日子里，

追求精神的富裕！

有人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哪来的时间看书学习？

你笑语：

一块好好的木板，

钉子怎么能钉进去？

就靠两个字，

一个是钻，一个是挤！

靠这“钉子精神”，

你读了多少书啊，

薄薄的《黄继光传记》，

厚厚的《毛泽东选集》……

你打造了一个又一个

——“进步的阶梯”！

雷锋啊，你见不得别人有难，

不管这人是陌生还是熟悉。

火车上你遇到不认路的大娘，

你把她负责地送到她儿子的工地；

你看到抱孩子赶路的大嫂，

正逢风大雨急，

你赶上前去，

把自己的雨衣

往大嫂身上一披，

抱过孩子，

把这娘儿俩送到他们的家里……

雷锋，我们需要你！

人民群众需要你！

你看你做的

这些不起眼儿的小事儿，

一桩桩，一件件，

看上去，

并没有多么了不起！

但只要把它们往一块儿汇集，

特别是你做得始终如一，

就会让人掂量出——

平凡中

那蕴含着的伟大的意义。

你的存在，

让这个世界

增添了春天的气息！

雷锋，我们需要你！

确确实实需要你！

你身上流淌的

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血液，

你身上散发的

是南湖红船启始的动力！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间，

在这永不停顿前进的时光里，

人们都在探寻

生命的意义：

我从哪里来？

我向何处去？

到哪儿寻找善良与美好？

怎样追求自由、公平、正义？

只见你，

只见你，

雷锋啊，

在擦拭汽车盖儿的间隙，

偶然抬头，

微笑着高声朗诵：

“我活着，

是为了别人活得更美好！”

啊，雷锋，

你是多么出色的诗人，

否则，怎么会咏出

如此精彩、如此动人的诗句？！

历史的车轮，

向前滚动了半个多世纪，

五十多回秋霜冬雪，

五十多次春风夏雨，

雷锋，你从未与时代脱节，

你从未和人民大众分离！

在万水千山，在天涯海角，

你的名字不断被人提及；

在舞台上，在荧屏里，

你一再和大家相遇；

每年的“感动中国”，

都有多位出色的同胞上榜，

大家都知道，

你当然最有资格

把这块奖杯捧在手里。

上了年纪的人，

都熟知你的一段段经历；

孩子们在课堂内外，

会背诵出你那些

醒人励志的名言警句！

宋代诗人陆游，

面对怒放的梅花，

幻想“一树梅花一放翁”，

曾发出忧郁的叹息：

“何方可化身千亿”？

雷锋啊，雷锋，

你只是埋头做好自己，

从来没有这样的预想和设计——

在长城内外，

在大江南北，

在都市，在乡村，

在军营，在学校，

在企业，在社区……

有多少不姓雷的“雷锋”，

林林总总的职业，

高高低低的年纪，

像雨后的笋芽儿一般

扑棱棱地拔地而起！

千千万万个雷锋

在祖国大地，

在一年四季，

营造出满春的氛围，

让整个祖国都温暖无比！

雷锋，我们需要你！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实现“中国梦”，

是全国军民最大的命题，

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巨型大厦的建造，

需要有深厚的道德根基！

在这宏伟的征途上，

雷锋啊，

你仍是一面高扬的大旗！

在偶尔迷茫的暗夜，

雷锋啊，

你仍是照亮前程的火炬！

信仰崇高，

又脚踏实地；

理想远大，

每每从小事做起。

……公交车上，

让座给怀孕的妇女；

……老人跌倒，

快快跑去扶起……

做这样的事，

应是不言而喻，

无须多虑，

别再迟疑！

如今，我们的“嫦娥四号”，

已经在月球背面，

开始探索不为人知的秘密，

留下了人类第一行宝贵的足迹；

而在中国科幻巨片中，

人类可以打造

上万座行星发动机，

携我们居住的地球，

踏上宇宙漫长的流浪之旅。

正像片中人物所说：

“希望，是这个时代

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

是的，是的，

我们处在一个

充满希望的历史时期，

雷锋，我们需要你！

我们仍然——

或者说：更加需要你！

人民是大海，

你是这大海中

一颗小小的水滴，

国家是谷仓，

你是这谷仓里

一个饱满的麦粒。

习近平主席，

殷切地叮嘱——

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把雷锋精神

广播在祖国大地上。

我们每个人，

都像你，

在本职岗位上，

为幸福而奋斗，

让个人的生命价值，

像礼花一样绽放；

让共同期盼的小康社会，

如朝阳一般升起！

看啊看——

亿万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拧在一盘巨大的机器，

让我们国家像高铁列车，

风驰电掣啊，

日行万里！

在每一个春季，

花儿初开，

大地染绿，

你带着你特有的微笑，

如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在我们阔步前行的路上，

有明媚的阳光，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暴风雨！

无论挫折还是顺利，

雷锋，我们都离不开你！

你看你——

永远的22岁！

我们与你同行，

一定会更具蓬勃的朝气！

雷锋，我们需要你！

雷锋，雷锋，我们需要你！

我们邀你和我们一起，

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挺进，

把中国这座家园，

建设得更加美丽，

让我们积极参与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五大洲的朋友，

共同谱写人世间新的奇迹！

让我们这个

从唐宋元明清缓缓走来的民族，

青春再现啊，

生生不息！

雷锋，我们需要你
■胡世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人们从未觉得雷

锋远去。在大家的脑海里，雷锋还是那

个22岁的年轻小伙儿——一身挺拔的

军装，一张英俊的脸庞，一脸灿烂的笑

容，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标识。

是什么使雷锋这个普通平凡的战士，

能够穿越50多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

迁，被亿万人民始终铭记并能引领社会风

尚？是什么让学雷锋活动能够在时代进

程中延续不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景行仰止、躬身笃行？

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

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是

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雷锋用他一

生的事迹告诉我们，甘于平凡、不拘细

小，在平凡岗位兢兢业业干好工作，在力

所能及范围内帮助别人，就能给自己带

来精神的充实和快乐，对他人、对社会形

成正向效益和良好示范，进而推动整个

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发展。雷锋精神所体

现的这种文化特质，既具有对未来的美

好追求，又是现实社会中普遍可见的文

明之光的投影和聚焦；既充分彰显了共

产党员的先进本色，又深深扎根于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力诠释了中国

军人的人性光辉，又温慰化解了普通百

姓的人生困惑。马克思说，真理是普照

的光。雷锋文化，这一普照心灵之光，能

够让我们化去骄纵冷漠之气，心生温暖

向善之光，从而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奉献

社会、服务人民、帮助他人之中，获取心

灵的丰足，回馈更多的美好，衍生更多的

价值和效能。

文化更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民

族得以赓续传承的基因血脉。雷锋从一

个人，到一个群体，再到一种蔚为大观的

文化现象，凝聚着中华儿女坚定的抱负

和博大的情怀，汇聚着中国人民高尚的

坚守和美好的追求。雷锋文化，既是对

雷锋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

观念和崇高品质的精神概括和思想积

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载

体和精神示范。雷锋身上所体现的深挚

的爱国主义思想、厚重的集体主义意识、

高尚的无私奉献情怀、笃实的爱岗敬业

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身

上的真实写照。有了雷锋这个有血有肉

的精神典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变

得生动鲜活、可知可感，进而产生了历久

不衰的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雷锋文化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

雷锋个人思想行为的反映，而是成为所

有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文化因

子。它跨越历史阶段和地域范畴，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先进文化的象征、精神文

明的同义语、道德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与文化肌体。

在雷锋文化的滋养下，涌现出千千万万

雷锋式的先进人物，感动中国，感动世

界，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雷锋文化很大，大到理想信念、宗旨

作风；雷锋文化精微，精微至一言一行、

一岗一位。雷锋文化就像钻石一样，每

一个剖面都闪着不同的光芒。它看得

见、摸得着、用得上，烛照心灵、温暖社

会，可以随着时代的社会需求不断变化，

也可以让不同的人从中获得不同启迪。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自觉传承弘

扬雷锋文化，从中汲取营养，筑牢精神高

地。无论形势怎么变，铁心跟党、热爱人

民的信念不变；无论岗位怎么变，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劲头不变；无论生

活条件怎么变，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作

风不变。从平凡小事做起，从普通战位

做起，从日常善举做起，使雷锋文化不断

引领风尚、焕发生机、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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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辗转许多单位，我身边总会
带着一本特殊的“连队日志”。它并非制
式的牛皮纸封皮，就是随处可以买到的
活页本，封面的污渍与蜡黄的纸质，印证
着岁月刻下的斑驳。里面鼓鼓囊囊的书
页，记录了我初涉军营的苦涩与酸甜。

翻开日志，扉页是密密麻麻的名字，
有的字体娟秀细腻，有的狂野奔放，有的
扭扭捏捏。我能说出上面每一个名字背
后的故事。这本日志不仅仅属于我，也
属于这上面的每一个名字。

下一页是我的日记：“2012年 6月 10
日，今天到单位报到了，这 20世纪 70年
代的建筑和乡下般的景致显得十分寒
酸！那后面的菜园子，还有当兵的在种
菜……”话不长，环绕的“注解”却很多。
“少见多怪”这几个字铿锵有力，应

该是出自文书之手。“什么是当兵的在种
菜，当兵的为啥不能种菜？”这行字就像
大风吹过一边倒，肯定是一班长王磊留
下的……说起这些凌乱的“注解”，也是
一段有趣的回忆。
“2012年 7月 4日，今天又是我的夜

哨，2点半到 4点，非常好，前面睡不着，
后面睡不了……”那时的我以副连职排
长的命令分配下连，但连长要求我以一
名新兵的身份体验生活，满心无奈的我
只有借日记发泄情绪。

与上篇一样，它的周围出现了很多
不同风格的字体。“我也站过这个哨，夜
深人静，你听……那是连长的呼噜声，哈
哈！”“谁啊，给我们大排安排这个哨，找
死！”……

由于疏忽，我将日记落在了内务桌
内，等想起来去拿的时候，发现前面所写
的日记已经面目全非。

日记被别人看，还被添上注释和涂
鸦，为此我跟许多战士大吵一架。这件
事情也成为我的心病。
“2012 年 9 月 30 日，一班长王磊找

到我，以班长的身份对‘日记事件’向我
道了歉，同时提醒我多跟战士交流，不要

自命清高、一言不发。”王磊是个负责的
班长，在关键时候提醒了一下我这个“后
进”排长。

王磊的话我揣度很久，想出一个万
全之策。“2012 年 10 月 15 日，今天排务
会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把日
记本给了战士们，并要求以后从班长开
始，每天由一个人在上面写篇文章，文体
字数不限，不署名。其他人可以随时传
看、写点评。

刚开始的几天，这个做法并没有得
到认可，写心得的人更像是在例行公事，
有的甚至只写了句“一切正常”。反倒是
我以前写的日记内容被点评得五花八
门。大家都期望了解排长的所思所想，
其好处也十分明显，战士们越来越喜欢
主动跟我交流。

随着内容和点评越来越多，我发现这
本日志不仅仅是记录，也是一个连队论
坛，战士们热衷于把所看所想写在上面。
“今天训练非常累，感觉生病了，班

长能否批下假。”后面有好几个不同字体
的“不批”，有的还画上毫无美感的笑脸。
“谁看见我的黄脸盆了？”“一楼厕所

有一个无人认领的黄脸盆，去看看。”“放
下，那个是指导员贡献出来冲厕所的！”

这本不一样的“连队日志”逐渐受到
大家的追捧，就连二排的兄弟们也参与
其中，最后连长和指导员也加入进来。

这个本子我加了好几次页，战士们
越来越喜欢写，越来越喜欢点评，越来越
喜欢传看……这里面充满整个连队的家
长里短、欢声笑语，有战士们的牢骚，有
指导员的谆谆教诲，有炸药包捆绑秘籍，
有寻物启事……

2013年 11月 30日，退伍时间来临，
王磊也是其中一员，而我的调令也不期而
至，我们都成了远走之人。临行前，他将
日记本送到我手上，说这本就是我的东
西，如今还给我，附带全连战士的祝福。

当我翻开第一页，满满的签字让我
感慨万千……

基层的日子很苦，却成为我最怀念
的时光，苦中带甜，多姿多彩。这本日志
也成为我回望过去的媒介，每次翻看都
能品出一番滋味。

一本特殊的“连队日志”
■俞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