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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接见十二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部分基层代表时，对

“雷锋连”指导员谢正谊

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

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

广播在祖国大地。”

自上世纪60年代起，雷锋精神就如一面高

扬的旗帜，激励着一代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不懈奋斗。雷锋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一位

哲学家说过：“时间的长度是某种相对的东西，

精神的力量却闪耀着永恒光亮。”雷锋精神的生

命力就在于能够穿越时光隧道，感染不同时代

的人们，并愿意像雷锋一样驰而不息、努力付出

度过一生。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老干部雷锋精

神学习宣传小组成员便是如此。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雷锋精神的闪光，宣传小组成员在

用各种方式，诠释与践行对雷锋精神的深刻理

解。他们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犹如

一颗颗饱满的雷锋精神的种子，扎根祖国沃土，

由此催生出千万棵“雷锋之树”，长成一片令人

敬仰的道德“森林”，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雷锋精神是永不漂移

的精神坐标。进入新时代，

学雷锋活动有了新任务与

要求，也遇到新情况新问

题。可以肯定的是，在“富

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

我们依然需要雷锋精神的

激励与感召，仍然需要以雷

锋为榜样，把崇高理想信念

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我们要争做雷锋精神

的种子，自觉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把让雷锋

精神薪火相传当成自己的使命、责任与担当，

每个人在这一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

幸福。

（作者系沈阳警备区政治委员）

争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李 军

薪火相传，他们的不了“雷锋情”
——走近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雷锋精神学习宣传小组

■陈连望 胡玉军 本报记者 赵 雷

这是一个与雷锋结缘的群体：上世纪 60年代，他们最先发现和
挖掘了雷锋的事迹。

这是一个追随雷锋的群体：50多年来，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
他们充满怀念地写雷锋、讲雷锋、学雷锋、做雷锋，行走在追随雷锋的
道路上。他们就是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雷锋精神学习宣传小
组的老干部们。

在第 56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近这个群体，探寻他
们的“雷锋情”。 ——编 者

从与雷锋结缘，他们便与这个

伟大名字紧密相连——

雷锋不离口，踏着足迹走

记者见到著名军旅画家、离休干部柳青时，
他正随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老干部雷锋
精神学习宣传小组，在第 79集团军新兵团作传
统报告。

1964 年，由柳青创作的油画作品《雷锋忆
苦》参加全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被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虽年事已高，但听说
要到新兵团宣讲雷锋，柳青立马来了精神，说什
么也要报名去。
“雷锋不离口，踏着足迹走！”该所领导告诉

记者，像柳青这样薪火相传雷锋精神火种的“白
首雷锋”，所里还有8人。

该干休所是一个长年坚持学雷锋的光荣集
体，其中由离退休老干部组成的雷锋精神学习
宣传小组闻名军内外。小组成员中，有当年用
快板唱雷锋的“第一人”、原军区杂技团艺术指
导朱光斗；有跟踪拍摄雷锋形象的“第一人”、军
旅摄影艺术家董哲；也有把雷锋形象搬上舞台
的编导“第一人”、军旅表演艺术家贾六……

20世纪 60年代，这些人大多在原沈阳军区
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们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性
和神圣的历史责任感，成为第一批挖掘雷锋事
迹、宣传雷锋精神的人。离休后，他们愈发意识
到个人力量有限，便萌生聚拢在一起宣传雷锋
精神的想法。于是，这些离休军人组成雷锋精
神学习宣传小组，开启人生另一段不凡历程。
几十年来，先后作了600余场传统报告会。

本该安享晚年，为何还要东奔西走到各地
宣讲雷锋精神？深深根植于心底的“雷锋情
结”，使他们心甘情愿为雷锋放歌。宣讲过程
中，宣传小组里的很多人为给工作人员减轻负
担，把轮椅都带来了。慈祥亲切的笑容、充满力

量的握手、睿智机敏的思维……种种细节让记
者感到，对这些本来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年龄
仅仅是一个数字。“听了他们的宣讲，我更加深
刻地感受到雷锋精神的力量。”课后，新战友纷
纷感慨自己收获满满，建功军营的决心和信心
更加坚定。

对此，沈阳警备区政委李军感叹不已：“如
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雷锋精神学习宣传小组这群
老军人，莫过于这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唯有精神与信仰的烙印，经得

起时间冲刷而永不褪色——

怀揣执着心，挚意颂雷锋

“一生写雷锋的那个人，走了。”
去年 3月 9日，解放军原第 202医院一间洁

白的病房，深受读者喜爱的军旅作家、88岁高龄
的陈广生在初春的清晨里永远睡去了。他是雷
锋的战友，也是最早挖掘雷锋事迹、撰写雷锋系
列专著的作者。

陈广生逝世后，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
所的官兵翻看他的最后一篇日记，瞬间哽咽。
日记中，他写下当地雷锋小学书记、校长、大队
辅导员的名字，并承诺：出院后一定去学校看望
孩子，给大家讲雷锋的故事。这篇力透纸背的
日记，记载着陈广生唯一一次没有履行的诺言，
更承载着他一生笃行、宣传雷锋精神的信仰。
“到今年 3月 9日，广生离开这个世界整整

一年了。”在妻子张赤的讲述里，陈老笑意盈盈
的脸庞、朴实淳厚的身影，仿佛就在记者眼前。
“一生只做一件事，笔耕不辍写雷锋。”半个

多世纪以来，陈广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书写雷锋
故事。2002年，身患肺心病的陈广生身体每况
愈下，很多人都劝他：写了一辈子雷锋，也该歇
歇了。但他却在古稀之年再次提笔，决心把雷
锋的事迹写成电视剧。历时一年多创作，电视
剧剧本和长篇报告文学《雷锋》诞生了，成为他
献给“纪念学雷锋40周年”的一份厚礼。

在书写雷锋的这些年里，陈广生也成为一
个具有雷锋般品格的人。他曾留下遗嘱：“后事
一切从简，一不通知亲朋好友，二不举行追悼
会，三不惊动媒体。”

唯有精神与信仰的烙印，才能经得起时间
的冲刷而永不褪色。

著名红色曲艺战士朱光斗也是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人。

朱光斗曾见过雷锋 3 次：
在台上听过雷锋的报告，台下
与雷锋面对面交流过，还即兴
以雷锋为主题，编过一个小段
子，到部队演出。1963 年 3 月
12日，由朱光斗与范延东表演
的对口快板《学雷锋》在原沈阳
军区八一剧场首演，好评如潮。

这是第一个把雷锋事迹成功搬上舞台的
艺术作品，一时间，电台反复播放，报纸连续报
道，还被写进辽宁省中学课本与吉林省大学教
材。在创作演出《学雷锋》的过程中，雷锋的事
迹也深深教育、感染着朱光斗。从此，他认准
一条艺术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辈子坚持
唱雷锋。

一次在辽南某部演出时，官兵在俱乐部翘
首等待“快板大王”朱光斗的拿手节目《学雷
锋》。朱光斗上台，刚扬起竹板，灯光突然灭了，
音响没了——停电了！这时，朱光斗不慌不忙，
用曲艺行话“现挂”来稳定官兵情绪：“没有灯，
停了电，大家光听不用看；停了电，没了灯，我照
样给大家唱雷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舞台上
又响起竹板声，朱光斗摸黑唱，战士们摸黑听。
当朱光斗唱完，官兵全体起立为他鼓掌。

即便离休后，朱光斗也始终“快板不离手，
雷锋不离口，台上唱雷锋，台下学雷锋”。在他
看来，这样的人生是充满意义和正能量的。

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原副部长王致新
也曾是宣传小组成员，患有严重心脏病。尽管
如此，离休后，他义务担任沈阳市北一经小学名
誉校长，多年来，天天揣着急救盒，骑着自行车
“上班”，到该小学为师生讲授思想道德课程。
病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致新说：“弘扬雷
锋精神是我一生的使命，我的书还没写完，一直
要写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整理遗物时，王
老生前的读书笔记竟有300多本。

心里装着“永不退休的事业”，是他们不竭
的努力源泉。

时代离不开雷锋精神，宣讲雷

锋更要捍卫雷锋——

不惧吹冷风，携手护雷锋

这些年，雷锋精神学习宣传小组成员也有
苦恼的时候。

一段时间以来，雷锋被有些人歪曲和解构，
从而产生了一些模糊观念和错误认识。
“时代离不开雷锋精神，宣讲雷锋更要捍卫

雷锋！”一时间，宣传小组成员纷纷以原著、原

创、原唱等身份站出来给雷锋正名，他们给有关
部门写信反映情况，撰写回忆文章澄清事实，针
锋相对地批判否定雷锋精神的错误观点，坚决
维护雷锋形象。

为了批驳“雷锋精神过时论”，老干部罗木
法创作 18万字的《雷锋精神新论》，从时代性、先
进性、民族性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弘扬雷锋
精神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就在罗木法加紧
创作另一部弘扬雷锋精神的著作《心灵长城之
歌》时，被查出患有晚期前列腺癌。医院通知干
休所和家人准备后事，大家劝罗木法不要再写
了，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得抓紧写，不
然怎么见雷锋。”手术后，罗木法从重症监护室
一出来，第一件事想的还是创作，并以顽强毅
力，在与病魔斗争中完成此书。

宣传雷锋精神有鲜花掌声，也有冷嘲热
讽。但这些老干部的态度是：“你吹你的冷风，
我学我的雷锋”。

有一次，老干部佟希文陪老伴去医院看
病，当他们在公共汽车上颤巍巍地把座位让给
一位孕妇时，旁边两个小青年讥笑说：“嘿，现
在还真有雷锋！”那位孕妇被两位老人的行为
所感动，坚持让老人留在座位上，老两口还是
坚持把座位让了出来，车上的乘客也纷纷给他
们让座。

经历过战火和风雨考验的老人，不怕自己
受委屈，而是为社会道德滑坡忧虑和痛心。佟
希文憋了一股劲：“越是这样，越要把雷锋宣传
好！”在他倡议下，10名老同志共同策划撰写了
《让雷锋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新时期学
雷锋讲座》一书。为早日成稿，大家加班加点，
有人累得住了院，其他同志就接过他们手中的
笔接着写。

雷锋精神学习宣传小组成员原有 21人，如
今健在不到 10人。虽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
仍满怀激情坚持做“白首雷锋”。有人问，您们
准备干到什么时候呢？老人们也答不上来，因
为他们发现，雷锋精神永恒，践行没有句号，需
要做的还有很多。

压题照片：宣传小组成员为新战友宣讲雷
锋事迹，与年轻女兵一起走出报告大厅。

尤立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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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小组成员在一起研

读写作雷锋的书籍，交流学习

感想和体会。 尤立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