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的画卷，波澜壮阔，记载无数
英雄。

1962 年 8 月 15 日 12 时零 5 分，一
位 22 岁士兵的心脏停止跳动，一张灿
烂的笑脸凝成丰碑，一种伟大的精神
化作永恒。

他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今年，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55周年。55
年来，雷锋精神犹如一面高扬的旗帜，
引领和激励一代代革命军人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雷锋精神是永
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
现”“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
世代代弘扬下去”。“新时代，如何弘扬
雷锋精神？”两会上，这个话题再次引发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的热议和
思考。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

神，必须紧紧扭住对党绝

对忠诚这个首要

“铁心跟党、绝对忠诚的坚贞信念，
是雷锋精神的核心灵魂。”谈及学雷锋，
某边防旅营长宝林代表难掩激动。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就要紧紧

扭住对党绝对忠诚这个首要。”宝林代

表告诉记者，在近日北部战区陆军纪念
学雷锋 55周年大会上，提炼阐释的新时
代雷锋精神“六大品格”，首要的就是
“铭记党恩、不忘初心的忠诚品格”。

对此，第 80集团军某旅宣传科科长
王海龙代表感同身受，“做新时代雷锋
传人，就要像雷锋一样，把党的创新理
论视为‘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做到真
学真信真用。”

雷锋把党比作母亲，时刻告诫自己
“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为
了党，我愿洒尽鲜血，永不变心”，饱含
了对党的真挚情感和无限忠诚。作为
东北大学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王海龙认
为，学习和践行雷锋精神，最根本的就
是在改革强军实践中，坚定对党的赤胆
忠诚、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渝，始终做
到爱党、忧党、为党、护党。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首先要坚

持做到‘接过雷锋枪，一心向着党’。”北
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通信保障队
总工程师臧继辉委员表示，在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为实现中国
梦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的今天，更好地学
习雷锋，就必须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
关，用实际行动诠释“军旗跟着党旗走”
的信仰信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听党的话、跟党走。
“雷锋精神最让我受益的是，为了

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上刀山、下火海。”说
这话时，武警某部副连长赵贺代表的眼
神十分坚定。

作为战斗英雄，赵贺始终冲锋在
第一线，始终用雷锋精神激励自己。3
年前，他曾协助公安干警抓获多名暴
徒。因任务完成出色，荣立一等功，
当选“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他

说：“无论遇到多大危险，都要像雷锋
一样，为了使命燃烧生命，为了打赢
一无所惜，做让党放心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

神，必须赋予雷锋精神新

内涵

“作为雷锋传人的代表受到习主席
接见，非常荣幸和激动！”回想当时的
情景，第 79集团军某旅教导员谢正谊代
表至今历历在目。

2014年 3月 11日，习主席出席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亲切接见部分基层代表，他对
时任“雷锋连”指导员的谢正谊说：你们
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使雷锋精神在
祖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

几年来，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
讲话精神，谢正谊带领官兵不断拓展新
时代学雷锋的新内涵。“新时代，必须赋
予雷锋精神新的内涵，才能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走近雷锋、感悟雷锋、学习雷锋、
争做雷锋。”谢正谊告诉记者，他们开展
了“一滴水”行动等爱心公益活动，开通
“信息展示窗”“学习雷锋手机APP”，把
网上宣传和网下活动结合起来，常态推
进学雷锋活动。
“一次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雷

锋精神始终熠熠生辉、蓬勃鲜活。”东部
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张学锋代表十分感
慨：历史和实践证明，雷锋精神与我党
我军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具有历久弥新
的生命力和跨越时空的穿透力。

采访中，陆军某旅政委武仲良代表
用手机浏览了“向雷锋学习”微信公众
号。他告诉记者，随着网络普及，网络
已日益成为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平
台。很多时候，指尖轻点就能在官兵间
形成辐射，将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源源不
断向外传播。

在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社会，如
何让雷锋精神中的钉子精神、螺丝钉精
神为年轻人所理解和尊崇？武仲良说，
新时代青年是“微一代、搜一代”，在网
络上占领雷锋宣传主阵地、擦亮雷锋精
神名片，也是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的现
实所需。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

神，必须在矢志强军上有

新作为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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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念
兹在兹的，是对雷锋和雷锋精神的赞
许，是对弘扬雷锋精神、实现强国强军
伟业的期许。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

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
胜仗聚焦。”采访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新时代弘扬雷锋
精神，必须结合岗位战位，练就一流本
领，让雷锋精神在强军征程中焕发绚丽
光彩。

空军雷达兵某旅四级军士长刘伟

修代表，入伍 14年来，熟练掌握 6种雷
达的操作维护技能，处理各类空情从未
出现差错。他动情地说：“无论装备如
何更新、任务如何拓展，我都要像雷锋
一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在咫尺荧屏
间守卫好祖国的空天！”

采访中，与会政协委员表示，弘扬
新时代雷锋精神，就是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主席大抓练兵备战的指示，聚力
备战打仗，锤炼打赢精兵，以善挤、善
钻的钉子精神苦练能战、胜战的过硬
本领。

火箭军某部三级军士长周丰林代
表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修理能手，曾多次
圆满完成重大任务装备保障工作，被官
兵称为“战车神医”。他感慨地说，我们
不仅要把雷锋精神铭刻进头脑里，更要
落实到练兵备战中。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代

弘扬雷锋精神，必须在矢志强军上有新
作为，在提高胜战本领上有新加强。”火
箭军某部连长尹东代表说，我们要像雷
锋那样，把平凡岗位当成建功立业的舞
台，刻苦学习新知识、掌握新装备、研练
新战法，在未来战场上，敢与任何强敌
亮剑交锋。
“豪气”来自“底气”。从国防生成

长为连长，尹东从军 7年多，4次戴上军
功章，带出响当当的二等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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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广大代表委员的共识，也是全军官
兵共同的心声：自觉传承和弘扬新时代
雷锋精神，把雷锋精神根植在绿色军
营、广播在祖国大地，为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而不懈奋斗。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奋力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热议新时代如何弘扬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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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日记

3月 5日，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周

年。今年还是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

诞辰120周年。3位开国元勋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立下了彪炳千秋的功业。他

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讲真话、

善听真话。这也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的应有本色和看家本领。

周恩来总理生前反复倡导要“讲真

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人们印象

最深的大概是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那些画面。他来到革命老区、河北

省邯郸市武安县伯延村调研时，鼓励群

众“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于

是，张二廷斗胆“放炮”：“这两年生活一

年不如一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

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周恩来

闻言一震，眼里噙着泪说：“还是我这个

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

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

堂的人民公社。

1973年，已是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得知甘肃定西连续 22个月没下过透

雨，数十万人缺水，数百万人缺粮时，他

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

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

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必须立即解

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

响劳动力！！！”

刘少奇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

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同时，他大力提

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

反对弄虚作假。1961年，时任国家主

席的刘少奇在深入湖南农村调查时，不

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来用

作养猪场的饲料房或生产队的房子

里。他鼓励干部和群众说实话：“好就

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当他

发现一些乡亲得浮肿病甚至被饿死时，

沉痛地检讨：“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

再犯！”正是这次深入的调查研究，才使

他下决心在“七千人大会”上及时进行

政策纠偏。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元帅一生英勇善战、勇挑重担、

顾全大局、公道正派，但最为全党推

崇、最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一点，就

是他敢于说真话、办实事的好品质。

他在剖析自己时曾说：“我这个人，拿

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还很不

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

真话，实事求是。”彭德怀曾毫不留情

地批评那些弄虚作假的干部：“共产主

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吹出

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

的天堂，不是我们的理想！”“说大话，

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

点好处。”庐山会议时，虽然他分管的

是军队工作，但凭着共产党人的党性

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慷慨激昂地为

民请命、代民陈情。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在

京隆重开幕。近 3000名全国人大代

表，走进共商国是的殿堂，共同见证一

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以3位开国元勋

为镜，军队人大代表当不负重托，能代

言、敢直言、善建言，用好话语权，多发好

声音。

想起开国元勋的“真话情结”
■辛士红

“将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作为一个专
门课题纳入政治工作整体规划……”临
近两会，军队人大代表、陆军某旅三连
指导员缪中正在抓紧整理基层官兵的
建议。

缪中所在的连队有着光荣的历史，
赫赫有名的“草地党支部”的故事就发
生在他们连队。红四方面军长征过草
地时，与大部队失散的几十名伤病员收
拢在一起，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大家凭
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依靠党组织的力
量，战胜艰难困苦，走出了草地。
“党支部就是战斗堡垒，当年依靠

‘红色堡垒’，我们走完了长征路，如今，
在强军兴军的‘新长征’中依然离不开
‘红色堡垒’领航。”缪中任职 3年多来，
始终引领官兵听党话、跟党走，在官兵

心中播下党的创新理论火种，引导他们
当好新一代“举旗人”。学理论，他提炼
归纳 120多个观点，绘制思维导图展示
学，利用微信朋友圈推送学，让官兵学
得进、说得出、记得牢；思原理，采取支
委导学、党员领学、士兵论坛讲学等形
式，进行要点串讲、答疑释惑，引导官兵
深化理解、看齐追随。

支部领方向、党员齐带头。连队担
负旅伞降试训攻关任务后，在一次组织
实跳时空中风速达每秒 19米，教员建
议推后进行，但党支部在进行安全评估
后果断决定按计划实施，缪中第一个跃
出了舱门，所有党员紧跟其后，安全着
陆。近两年，连队先后担负伞降、深潜
水、牵引横渡等 6 个险难课目试训任
务，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次次圆满完成。
“红色堡垒”领航强军征程。全连官

兵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
围，红色连队越建越红火，多次被表彰为
全国、全军及陆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军队人大代表缪中—

“红色堡垒”领航强军征程
■本报记者 欧阳浩 特约记者 刘吉强

3月4日 晴间多云

利落短发，高挑个子，秀美的脸
庞上一抹高原红……她叫袁远，下
士，22 岁，是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代表！

袁远代表来自西藏军区某炮兵
旅。别看她年纪轻，两年之前，她就
已经成为西藏军区首个女兵炮长，
多项考核拔头筹。这位大学没毕业
就参军入伍的地方大学生，着实令
男兵刮目相看。

两天前，袁远代表刚从高原驻
训地风尘仆仆赶赴北京。

真的，若不是这身飒爽的军装，
若没有脸庞上那抹略施淡妆也藏不
住的高原红，你能想象她是驾驭着
我军某型远程火箭炮的炮长吗？

我见到袁远代表的时候，她正
与同样来自西藏军区的 3位代表一
起，在房间里修改一份关于推进高
原实战化训练的建议。

建议不长，只有 4页，曾带队参
加“厄尔布鲁士之环”国际军事比赛
的某旅副旅长侯云代表是主笔，边防
某团副营长杨祥国代表、某特战旅小
队长索朗扎西代表负责提修改意见。
“爬过刀背山，更知雪山险。”杨

祥国代表戍守边关 10余年，高原巡
逻行程 2万余公里，雪域边关那座
险峻的刀背山也不知过了多少趟；
特战队员索朗扎西代表，军事素质
呱呱叫；再加上不让须眉的袁远代
表……对于建议中几个细节，这个
临时讨论小组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侯云代表也是从战备任务地点
赴京。累，加上心里装着事儿，唇角
起了泡。他用笔勾出建议文案上的
几个疑问，拉着另外 3人，敲开了西
藏军区副司令员汪海江代表的房门。

正是午休时间，汪海江代表忙
整理军装，把大家一起迎了进去。
“没打扰，没事……”这位“老高

原”对大家的“闯入”并不见怪，“是
有点醉氧，没事睡不醒、有事睡不
着，干脆不睡了！”

去冬至今春，汪海江代表在高
原某地域与野战驻扎的部队过了整
整一个冬天，大年初一和哨所官兵一
起吃的饺子。这次来京赴会，几位西
藏军区的代表是在机场碰的头。

风尘仆仆，不！也许更准确的
一个词应该是——征尘仆仆。

这就是我们的代表啊！他们来
自或战备任务、或实战化演训的一
线，他们将用练兵备战的那股劲头
履行代表职责，为强国强军伟业注
入自己的力量。

征尘仆仆
■本报记者 刘化迪

蜜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
议进入小组会议环节，分组审议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图为军队政协委员江勇西绕（右）和西西

玛在会议间隙讨论交流。

本报记者 穆瑞林摄

“学雷锋要注重久久为功。党的十
九大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了新的
部署，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生动体现的雷锋精神，应该得到更全面
的弘扬和推崇。”在第 55个学雷锋纪念
日到来之际，军队政协委员、原北京军
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王健说，此次参
会，他准备了一份《关于大力弘扬雷锋
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提案。

王健委员建议：一是要用发展的眼
光解读雷锋精神的时代性，对新时代深
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全面部署，形成

主管部门主抓、社团机构牵引、各行各
业支持、全民全员参与的良好局面；二
是设立国家级“雷锋奖章”，将在全国范
围内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纳入评选范
围，每年评选一次进行表彰；三是广泛
开展“雷锋精神进校园”活动。学雷锋
要从娃娃抓起，学校教育是关键，通过
组织编写大中小学的《雷锋精神读本》，
结合学校思想品德教育课和课余活动，
让雷锋事迹和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用生动形象的方式，从最基本的
行为规范开始，通过点点滴滴、润物细
无声的形式，培养孩子们崇德向善的良
好品德和习惯，让他们感受新时代的雷
锋精神，体会社会的正能量。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军队政协委员王健——

在新时代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本报记者 柴 华

两会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