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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邓州市，不是雷锋的出生地，

也不是雷锋的牺牲地，为何因“雷锋”而

闻名？

缘于历史的巧合。

1960 年 8 月 ，邓州市 560 名热血青

年奔赴东北军营，成为雷锋的战友。

1997 年 4 月 ，相 继 退 役 返 乡 的 560

名邓州籍老兵，在雷锋精神感召下相聚

在一起，成立群众性学雷锋组织——编

外雷锋团。

从抚顺到邓州，从“编内”到“编外”，

变 换 的 是 时 空 地 域 ，不 变 的 是 雷 锋 精

神。一城风景，半城“雷锋”。如今，编外

雷锋团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2 万余名

成员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2014 年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牢记‘雷锋战友’
光荣称号，自觉像雷锋
那样做人做事”

一次偶然的人生际遇，让他们的生

命履历刻上了“雷锋战友”的印记。

“牢记‘雷锋战友’光荣称号，自觉像

雷锋那样做人做事。”这是编外雷锋团的

建团之魂，也是每名成员的座右铭。

今年 81 岁的姚德奇，是编外雷锋团

“ 政 委 ”，先 后 作 学 雷 锋 报 告 会 1000 多

场，听众达 90 多万人次，编写各类学雷

锋报告、书籍 100 多万字，获评“‘出彩河

南人’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

“虽然我与雷锋在一起生活仅两年

时间，但雷锋精神陪伴了我一生。”当年，

姚德奇转业任邓州市房管局局长，掌管

着上亿的资产，在招待方面却被誉为“一

碗端”：不管来客是谁，都是一碗羊肉汤

或牛肉汤、两个油馍。

一时雷锋战友，一生无悔坚守。共

同的称谓让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穿上

军装是雷锋团的兵，脱下军装依然是雷

锋精神的传承人。

雷锋战友、邓州市农机站技师陈万

有，退休后十年如一日为农民义务维修

农机具；雷锋团转业干部、邓州市城郊乡

烟站站长高林富，长期奔走在乡间田野，

手把手教农民技术，帮他们育苗、管理，

两次累倒在地头……

邓州湍河南岸的地标建筑编外雷锋

团展览馆，造型颇似一艘乘风破浪的帆

船，广场上“雷锋的战友”雕像巍然矗立，

展现着几十年如一日弘扬雷锋精神的奋

进姿态。

“如果你是一滴水，是否滋润了一寸

土地？”多年来，编外雷锋团成员不忘初

心、牢记誓言，奉献爱心、传递温暖，续写

着新时代的“雷锋日记”。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编外雷

锋团先后有 400 多人次被各级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精神文明建

设标兵”等，100 多人立功受奖。

“离老百姓越近的
岗位，越是传承雷锋精
神的沃土”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岗 位 是 学 雷 锋 的 主 阵 地 。 被 评

为“ 全 国 最 美 出 租 车 司 机 ”的 南 阳“ 出

租 车 雷 锋 营 ”营 长 唐 保 青 说 ：“ 离 老 百

姓 越 近 的 岗 位 ，越 是 传 承 雷 锋 精 神 的

沃 土 。”

从机关到企业，从城市到农村，从学

校到社区，2.2 万余名编外雷锋团成员散

布在各行各业，他们立足本职无私奉献，

甘当雷锋精神的播种机、创新理论的宣

传队、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抢险救灾的排

头兵。

邓州市电业局“电力雷锋营”称得上

是一个“加强营”，有 36 个“雷锋电力服

务班”，以及一个由 10 名抄表女工组成

的“三八雷锋班”，专门为孤寡老人、残疾

人等群体服务。

被命名为“雷锋银行”的邓州市农业

银行，发挥自身行业优势，2015 年为 28

个贫困村建立扶贫档案，带动 393 户贫

困家庭实现增收，被授予“全国银行业

‘雷锋岗’”，其经验做法在全国农行系统

推广。

“雷锋”出现在日常生活，更挺身于

危急关头。

新冠疫情发生后，编外雷锋团第一

时间成立“雷锋抗疫先锋队”，“薪火雷锋

营”“义工雷锋营”等志愿组织 3 次驰援

武汉，运送新鲜蔬菜 150 余吨，被各级评

为抗疫先进集体。

2021 年 7 月，郑州、新乡等地遭遇特

大暴雨，他们先后组织 4 个梯队 100 余

人，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抢险救灾，转移

受 困 群 众 1200 余 人 ，运 送 救 灾 物 资 60

余吨。

精神的火炬，照亮心灵；文明的雨

露，滋润社会。

近年来，编外雷锋团先后涌现出学

雷锋先进集体 274 个、先进个人 1.8 万余

人，一个个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

楷模，集合成熠熠生辉的“雷锋”群像。

“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

见，数不清！”当地群众这样称赞编外雷

锋团。

“ 不 仅 当 好 学 雷
锋带头人，更要发展
接班人”

当年 560 名雷锋生前战友，如今离

世的已经过半，健在的也已白发苍苍。

“不仅当好学雷锋带头人，更要发展接班

人”，成为他们心中最大的牵挂。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编外雷锋团，

青年比例已经超过 82%。“我们爱听流行

歌曲，更爱唱‘雷锋之歌’。”南阳理工学

院活跃着一个 90 后“大学生雷锋营”。

他们开通全国首个校园“1+1 雷锋爱心

服务热线”，被中宣部、教育部等联合表

彰为全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优秀团队。

“吧友雷锋营”是一支新兴力量，先

后救助脑出血病人、白血病患者等多名

群 众 ……10 余 年 来 ，他 们 捐 款 几 十 万

元，让爱的阳光从网络照进现实。

薪火相传待后人。一面赠给编外雷

锋团的锦旗上写道：“继传统，掏红心，谱

写园丁曲；学雷锋，洒汗水，当好育花人。”

白莎是听着编外雷锋团故事长大的

女孩。2018 年 9 月，她从南阳理工学院

“大学生雷锋营”入伍，不到 1 年时间就

勇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女子第一名。

如今她已考入军校，被评为“陆军爱军精

武标兵”“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立二等

功，并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时间的长度是某种相对的东西，而

精神的力量却闪耀着永恒的光亮。”今年

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

词 60 周年，跨越时空的编外雷锋团乘着

新时代的东风，正迎来弘扬雷锋精神的

又一个春天。

一城风景 半城“雷锋”
—河南省邓州市编外雷锋团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纪事

■邓俊峰 何名享

本报讯 吴忠勇报 道 ：百 余 平 方

米的库房干净整洁，上百种战备物资

分 门 别 类 整 齐 摆 放 ，标 识 牌 一 目 了

然。日前，湖北省通城县人武部开展

战备物资规范化整治的做法受到上级

表扬，民兵应急反应能力换挡提速。

以前，囿于场地限制，加上民兵战

备物资种类繁多，导致存放零散，出现

遇有应急拉动找不到、带不齐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通城县军地于 2021 年

启动民兵战备物资规范化整治，将物资

器材统一装箱上架，统一制作门牌、标

牌，实现模块化、箱装化、便携化存放。

2022 年 10 月，通城县锡山发生森

林火灾，县人武部接到救火支援请求

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集结

民兵应急分队，携带灭火工具奔赴火

灾 一 线 。 从 请 领 装 备 器 材 到 集 结 出

发，比规定时间提前 1 小时，受到军地

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好评。

“现在拉动省事多了，拎着箱子就

出发，不再担心装备器材带不齐。”通

城县民兵潘明星深有感触地说，刚入

队时，遇有应急拉动，装备器材经常找

不着、带不齐，现在小到雨鞋、雨衣，大

到救生圈、帐篷、风力灭火机，所有战

备物资全部装箱入柜，出动携带方便

快捷。

“应战应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

与时间赛跑，反应速度快一分钟就可

能多一分胜算。”通城县人武部部长余

卓擎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在行政村和

企事业单位推进民兵战备物资规范化

整治，确保遇有急难险重任务能够快

速出动。

湖北省通城县人武部规范战备物资

民兵应急速度换挡提速

本报讯 薄轶锋、特约记者李金良

报道：“海外维和的所见所闻，让我深深

感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人民幸福

安稳的生活……”2 月 20 日，河北省沧州

职业技术学院“开学第一课”邀请该院退

役功臣大学生杨朝，与全院师生分享自

己维和的经历与感悟。

“为了浓厚大学生家国情怀，激发他

们应征入伍的热情，‘开学第一课’邀请

功臣校友分享他们的军旅故事，是我们

学院坚持了 10 多年的做法。”该院征兵

工作站站长李锋说，杨朝曾荣获联合国

和平荣誉勋章。2022 年，他因勇救一名

4 岁男童，被授予“北京榜样”和“沧州好

人”称号。

杨朝的事迹引发该院学生强烈共

鸣。“到军营去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能

锤 炼 意 志 ，我 也 想 成 为 人 民 军 队 的 一

员。”信息工程系大二学生巩继红说。

随后，马国城、宋慧雪、宁致远等功

臣校友，也纷纷走上“开学第一课”的讲

台 ，与 学 弟 学 妹 们 分 享 自 己 的 军 旅 收

获。“马国城和我是一个系的，他立功受

奖的事迹曾在学院广为流传。”传媒艺术

系大三学生张为军说，他打算今年下半

年报名应征，向功臣校友们学习，在军营

干出一番事业。

为提高征兵宣传质效，该学院统筹

线下线上，把功臣校友的姓名与照片搬

上学院荣誉墙，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张贴

在宣传橱窗，还在学院官网为他们开设

专栏。曾在新疆喀什和西藏阿里服役

的功臣校友耿璐凯，他的线上宣讲“别

样青春——难忘喀喇昆仑山”播放量超

万余次。

宣讲结束后，这些功臣校友又一对

一答疑解惑。在经贸系教室，记者见到

宋慧雪正与大三学生李晓静讨论职业规

划。她骄傲地说：“两年军旅生涯，是我

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

功臣校友的宣讲在学院营造了“军

营能成才、服役最光荣”的氛围。截至目

前 ，今 年 上 半 年 报 名 应 征 人 数 已 超 过

400 人。该院党委书记冯庆山介绍，学

院 10 多年来累计为部队输送兵员 2300

余人，其中 270 余人转改军士，成为部队

骨干。

“身边的典型最感人，也更具说服

力。”沧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李光

宇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积极助力该学

院加强退役功臣校友征兵宣传，采取录

制视频、巡回宣讲、分享交流等方式，让

他们的故事成为高校征兵宣传的鲜活

素材。

河北省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加强征兵宣传

功臣校友讲“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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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拎上牛奶和鸡蛋，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主任田耘赫，又到七级残疾军人

姚志刚家中“串门”了。

“田主任，您又来看我啦？”招呼田

耘赫进屋，姚志刚递上一杯热茶，“你

们介绍我去当保安，加上国家发的抚

恤金，我现在生活不成问题，身体也挺

好的……”

在姚志刚眼里，田耘赫是个细心

的人，理解伤残退役军人的不易，操心

他们的工作生活……可当了十几年兵

的田耘赫，却自诩为“糙汉子”。

2005 年，田耘赫来到陆军某部服

役。在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50 摄氏度的

边境线上，他和战友们顶着严寒站岗

巡逻，一守就是 3 年。

2009 年，田耘赫随队赴西非利比

里 亚 执 行 维 和 任 务 。 16 个 月 的 时 间

里，他与战友们克服高温、多雨、疾病、

战乱的重重挑战，驱车 4 万余公里，圆

满完成物资运输保障任务。

“冰”与“火”的考验，锻造了田耘

赫迎难而上的品格。让这个铮铮硬汉

没想到的是，脱下军装后，他会成为土

默特右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大管

家”，成为退役战友的“贴心人”。

2018 年，田耘赫退役后来到土默

特右旗民政局，从事退役军人移交安

置、优抚褒扬工作。2019 年 3 月，土默

特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田耘赫

因工作积极上进、军旅经历丰富，被任

命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当时既感到使命光荣，也有很大

压力。”田耘赫说，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统筹负责全旗几十个退役军人服务站

的运行管理工作，关乎战友们的切身

利益。“摸着石头过河”的他，生怕自己

干得不够好，辜负了组织的信任，达不

到战友们的期望值。

为尽快熟悉工作内容、捋顺工作

流程，田耘赫经常带领工作人员走访

当地老兵。聊生活琐事、谈发展规划、

问实际需求……笔记本上，记满了田

耘赫当时的调研所得。笔记的内容越

来越丰富、问题越来越细致，他逐渐找

到开展工作的“诀窍”——

“跟老兵们相处交流，一定要有同

理心。你站在老兵的角度和立场看问

题、处理问题，把战友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他们就会和你交心，你也就越能抓

住实际问题。”

2020 年的一天，在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值班的田耘赫，第一次见到姚志

刚。田耘赫回忆，那天姚志刚是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他们，说起自己因

伤 退 役 后 多 年 难 以 找 到 合 适 工 作 的

困难。

从中午一直聊到下午，姚志刚说

得实在，田耘赫听得用心。了解到姚

志刚当时正为儿子的学费发愁，田耘

赫及时联系姚志刚所在乡镇的退役军

人服务站，第一时间到他家中走访，帮

他申请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金。后

来，他们还推荐姚志刚到当地一家酒

店从事保安工作，“工作不算辛苦，老

姚的身体情况也能胜任。”

像姚志刚一样，把田耘赫视作“贴

心人”的，还有军属刘成河。“妻子身体

不好，2019 年我患了脑梗，小女儿也有

先 天 性 疾 病 ，家 中 还 有 70 多 岁 的 母

亲。”儿子参军后不久，刘成河一家遇

到了难关。

在走访中了解情况后，“心里很不

是滋味”的田耘赫，第一时间组织工作

人员研究帮扶方案，不仅为刘成河一

家申请了临时救助，还争取到土默特

右旗红十字会的专项慰问金。后来，

田耘赫在回访时了解到刘成河身体情

况好转后可以参加工作，他的儿子在

部队改选军士，“我的心情也跟着这家

人明亮起来。”

“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解

决一个问题，温暖的是一家人的心，浓

厚的是整个社会的氛围。”从事退役军

人工作的几年里，田耘赫用心用情默

默耕耘，也体会着这份工作给予他的

独特回报：春节期间，他的微信、短信

响不停，给他拜年、向他问好的老兵络

绎不绝；在他的帮助下解决退伍证遗

失问题、顺利办理了优待证的 87 岁老

兵赵志忠，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大

厅里，给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能办的事马上办，难办的事想法

办，我愿意耕耘在老兵战友的心田。”

田耘赫乐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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