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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下午，微风扑面、阳光和

煦，雷锋班现任班长牟振华像往常一样

整理着近几天收到的信件。

这些信来自哪里？为什么寄给雷

锋班？带着疑问，笔者跟随牟振华走进

雷锋班的展室。一进展室，笔者就被几

个三层的玻璃展柜所吸引。展柜下面

两层整齐码放着一摞摞信封，最上层陈

列着几张铺开的信件，信纸已微微泛黄。

“雷锋这个名字对我的影响很大，使

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善与恶，丑与美。”

“请您记住，在您身边，亿万人民会

永远支持着解放军战士，永远敬爱着

你，雷锋同志一样无私的战士们！”

……

纸短情长，历久弥新。凝视着饱蘸

深情的字句，牟振华向笔者讲述起信件

背后的故事。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因公牺牲，

距今已过去 60 年。期间，人们对雷锋

和雷锋班的关注从未停止，每年都会有

人写信给雷锋班。很多人不知道通信

地址，只能在信封上写下“雷锋班收”。

幸运的是，这些信件几经辗转最终都送

到了雷锋班，如今已有 47 万余封。

其中，有求助的信件，有用盲文写

成的信件，也有漂洋过海的国际信件。

这些信件篇幅不一，既有用 16 开纸写

了 100 多页、分装在 6 个信封里的关于

弘扬雷锋精神的思考，也有仅写下“听

了解放军叔叔的报告，我决心做雷锋叔

叔那样的人”寥寥数语的个人感悟。

几十万余封来信，诉说着一代又一

代人的心声，凝聚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

故事。2002 年冬天，雷锋班收到一封

信。写信的小女孩叫孙海燕。一场意

外车祸夺去了小海燕父母的生命，正读

小学四年级的小海燕被迫辍学。战士

们决定资助小海燕完成学业。之后的

10 多年里，雷锋班战士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他们对小海燕的资助从未断线。

雷锋精神不仅传遍神州大地，也被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认同。2011 年

11 月，一封写有“中国·沈阳军区雷锋

生前部队收”的信件，从英国漂洋过海

寄到雷锋班。时年 79 岁的李艺·布鲁

诺女士在信中写道：“最近我在伦敦图

书馆读了一本有关 160 位中国名人故

事的书，这坚定了我给雷锋部队写信的

想法。”雷锋班战士读完信件后，特意为

李艺·布鲁诺女士邮寄了雷锋事迹报告

光盘以及相关书籍。收到资料，李艺·

布鲁诺女士十分激动，她表示，希望与

雷锋班官兵建立联系，共同把雷锋精神

向世界广泛传播。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

习惯用网络沟通联络，但向雷锋班邮寄

的手写信件，从未因此而消失。

“雷锋班长，我来自您的家乡，从

小听着您的故事长大。今年我如愿入

伍，您的精神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我

决心用生命践行使命，用情怀抒写担

当……”今年 3 月，雷锋班收到了许多

即将奔赴军营的准新兵来信，对于这

一特殊群体，雷锋班战士以全班名义

回信，鼓励他们刻苦训练、敢于担当、

践行雷锋精神，做雷锋传人。

“47 万余封来信，承载着宝贵的史

料价值、研究价值和传播价值。”长期关

注这些来信的沈阳工业大学副教授英

明告诉笔者，这些信函进一步证明了雷

锋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劲生命力。

目前针对这些来信的研究项目已经启

动。他们将对所有信件逐封进行数字

化处理、电子化保存，并以大数据分析

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其成果必将对

新时代弘扬、传承雷锋精神发挥重要作

用，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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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思哲、张丽娟报道：“这

真是一件大好事，让我们切身感受到社

会各界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3 月

初，江苏省兴化籍退役军人陈正存到市

人民医院看病，凭借领取的服务保障

“一卡通”优先享受就诊服务。

据悉，该“一卡通”是不久前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财政局、市人社

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多个部门制作的，

发放对象包括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

公牺牲军人遗属等。凭借“一卡通”，优

抚对象可免费乘坐市区公交、城乡班车

并能免费游览参观市区内所有公园、景

区、博物馆等。目前，兴化市已有 4800

余名优抚对象相继申领。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陈立

新介绍，“一卡通”一经推出，就得到全

市 医 院 、学 校 、银 行 等 部 门 的 大 力 支

持，各单位纷纷主动加入拥军“矩阵”，

相继推出优惠项目与优质服务：市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专门设立重点优抚对

象病房，选派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全

程陪护；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承诺在招

生过程中，为优抚对象的子女提供政

策性入学优待……

“‘一卡通’不仅为优抚对象提供了

优惠和便利，更是一种荣誉和身份认

同。”陈立新告诉笔者，为让尊崇与优待

进一步落到实处，他们以发放“一卡通”

为契机，把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纳入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统筹安排，持续开展“上

门送喜报、荣誉进家门”活动，树立崇军

拥军的鲜明导向，不断激发官兵在部队

建功立业、为家乡增光添彩的热情。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零距离，解难

心贴心’，通过阵地前移、服务前置、力

量前倾，打造有感情有温度的拥军服务

品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殷爱根

说，下一步，他们将出台更多实际举措，

如在学校、企事业单位、乡村等社会各

领域搭建双拥工作社会化平台等，进一

步浓厚社会化拥军氛围，让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成为广大市民和部队官兵的

情感认同和自觉行动。

江苏省兴化市

优抚对象领取服务保障“一卡通”

本报讯 段艳梅报道：英雄面孔映

入眼帘，军旅故事精彩呈现，胸前军功

章熠熠闪光……3 月 12 日，在安徽省萧

县新兵役前训练基地，一场以“高举荣

誉火炬，照亮军旅人生”为主题的教育

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

荣誉激发斗志，榜样催生力量。萧

县素有崇军尚武的光荣传统，近 10 年，

先 后 有 4000 余 名 有 志 青 年 投 身 军 营 ，

1000 余人次在部队立功受奖。如何充

分挖掘这笔宝贵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引

导预定新兵以典型为榜样，不断提升军

政素质，夯实扎根部队、建功军营思想

根基？

3 月 初 ，该 县 以 荣 誉 激 励 为 抓 手 ，

在 役 前 训 练 中 筹 划 举 办“ 高 举 荣 誉 火

炬，照亮军旅人生”主题教育活动。他

们精心制作电子版“萧县儿女在军营荣

誉榜”，并邀请萧县籍立功受奖老兵来

现场为大家分享军旅经历，录制现役军

人代表寄语视频。

“二等功，龙城镇朱林；二等功，丁

里 镇 许 少 卫 ……”活 动 伊 始 ，萧 县 籍

1000 余 张 立 功 军 人 照 片 、事 迹 简 介 在

集训场地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

“朱林是我们镇的”“我就是因为听

了许少卫的故事才下决心当兵的”……

预定新兵们望着屏幕上一个个熟悉的

面孔，热血沸腾。

随后，胸前挂满奖章的一等功臣、

二等功臣登上讲台，分享军功章背后的

故事，再次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

“当时，我在导弹二营负责冲洗导

弹、为导弹加注氧化剂……”萧县退役

军人王於昌，曾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

军 人 ”“ 全 国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等 荣 誉 。

他讲述自己两次参与击落美制 U-2 高

空 侦 察 机 的 故 事 。 接 着 ，二 等 功 荣 立

者 孟 行 、李 顺 雨 先 后 分 享 自 己 苦 练 本

领 参 加 比 武 竞 赛 的 经 历 ，赢 得 台 下 阵

阵掌声。

线下与功臣面对面交流，线上收获

现役立功军人的寄语。“欢迎加入我们

的 队 伍 ，我 们 在 部 队 等 你 来 ”“ 亲 爱 的

战友，希望你们始终怀揣梦想、奋力前

行，祝愿你们在绿色军营中成长成才，

早日传回捷报”……真诚的话语、殷切

的嘱托让预定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

纷 纷 表 示 ，要 扎 根 部 队 、刻 苦 训 练 ，用

拼搏和汗水换来属于自己的闪耀勋章。

安徽省萧县深挖优秀典型事迹提升役前教育效果

身边榜样坚定报国信念

3 月 11 日，安徽省郎溪县军地共同开展植树活动，当天共移栽樟树 500

余棵。 殷 超摄

“踏着长辈的足迹走进军营，把最

好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我感到无比

自豪……”3 月 10 日，正参加役前训练

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准新

兵王新民走上讲台，讲述一家四代接

力报国的故事，在预定新兵中引发思

想共鸣。

“我的曾祖父、爷爷、舅舅都是军

人，其中曾祖父和舅舅是烈士，我是听

着 他 们 的 军 旅 故 事 长 大 的 。”王 新 民

说，3 月初，在接到参加役前训练的通

知后，他与母亲特意前往西宁市烈士

陵园祭拜先人。

1935 年，王新民的曾祖父王举苍

报名参军，后跟随红军西路军鏖战于

河西走廊，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几年后

因伤病去世。临终前，王举苍留下遗

言：“王家后代要代代参军报国，奉献

青春！”

既 是 家 风 传 承 ，也 是 血 脉 赓 续 。

爷爷王志金受到王举苍的影响，18 岁

报名参军，在边防服役 3 年。2004 年，

王新民的舅舅武晓斌考取军校。不幸

的是，2009 年 5 月 13 日，武晓斌为救人

不慎触碰高压线壮烈牺牲，后被追认

为烈士。

王新民清楚地记得，他的军礼是

舅舅教他敬的。舅舅的离去，让当时

年仅 9 岁的王新民懵懂地认识到，和平

年代也有流血牺牲，军人就意味着牺

牲奉献。

一辈人听着一辈人的故事，一代

人传承一代人的精神。“我的父母经常

教育我要成为像父辈们一样对社会有

用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新民的

参 军 梦 在 心 里 越 扎 越 深 。 大 学 毕 业

后，面对高薪企业抛出的橄榄枝，他毅

然决然地选择参军入伍。

陵园内，王新民抚摸着先人墓碑

上的名字，热泪盈眶。“曾祖父、舅舅，

告诉您们个好消息，我也即将走进军

营。当一名好兵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您们做到了，我还在路上。红色家风

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我一定会争取成

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王新民此刻更加

深刻理解了军人的含义。

王新民告诉大家，在他的床头上，

贴着这么一句话：“我虽然没经历过战

争，但我时刻准备上战场！”在他看来，

父辈们的荣光不是他炫耀的资本，而

是他前进的动力，激励着他续写家国

情怀。

开始役前训练之后，因为体型较

胖，王新民屡屡受挫。在一次体能考

核中，王新民成绩不是很理想。为了

迈过这道坎儿，他每天反复练习动作

技能，即使手掌磨破、脚趾流血也咬牙

坚持。有心人天不负，在新一轮的体

能考核中，王新民如愿以偿登上了“龙

虎榜”。

役前训练即将结束，对于未来想

去哪里服役这个问题，王新民早有答

案：“在训练的这段日子里，责任二字

在我的心里愈加明晰，未来我希望到

最艰苦的地方奉献青春，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话毕，讲堂里响

起热烈的掌声。

火 热 军 营 ，承 载 了 四 代 人 的 芳

华。王新民一家四代跨越 87 年接力从

军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准新兵

们，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先辈遗志，

将最美好年华献给祖国。

上图：王新民在烈士陵园祭拜曾

祖父、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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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新兵登台讲述一家四代跨越87载接力报国的故事—

把最好青春年华献给祖国
■华 情 许蒙蒙

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武部

做好大学毕业生征集工作

本报讯 赵军朝、李威报 道 ：连

日来，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武部

发动干部职工挨家挨户走访大学毕

业生家庭，上门宣讲参军入伍优惠政

策，帮助他们算清“政治账”“成长账”

“经济账”，并通过邀请现役军人现身

说 法 、组 织 参 观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等 形

式，进一步坚定大学毕业生的参军报

国信念。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武部

加强预定新兵役前教育

本报讯 张琪、石小影报 道 ：近

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扎实开展役前教育训

练。他们组织预定新兵登台围绕“我

的从军梦”进行主题演讲；举办国防

专题教育讲座，讲解我国地缘政治、

武器装备等国防知识；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缓解不良情绪，引导大家坚定

信心、争取早日建功军营。

3月初，吉林省多地发生疫情后，广大民兵和退役军人闻令而动，积极配合防

疫部门开展卡点值班、病毒消杀、核酸检测、维护秩序、运送物资等工作。

上图：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长春市南关区明珠街道明珠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登记。 李 强摄

右图：吉林市昌邑区人武部出动无人机分队执行消杀任务。 路学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