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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延伸阅读

2018 年 3月 1日上午，全军青年英
模代表、全国青年典型代表齐聚雷锋生
前所在部队，祭扫雷锋墓，并向全军官
兵、全国青少年发出倡议，号召广大官
兵和青少年自觉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争做新时代雷锋传人。

当目光再一次聚焦到这支改革后
全新的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人们惊奇地
发现，这支部队“变了”：名称变了、编制
变了、任务也更加多样。然而，当人们
深入接触后发现，这支部队的精神底色
一点没变。

这样的“变”与“不变”，不仅存在于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更存在于北部战区
陆军的座座营盘。在强军大变革的时
代舞台上，传承了 55年的雷锋精神依旧
璀璨耀眼。记者走访北部战区陆军部
队，探寻他们新时代下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的一个个足迹。

雷锋信仰坚定源于

理论清醒，新时代学雷锋

首先要解决好理想信念

这个总开关

是返校攻读学业，还是留队选取士
官？站在人生的“岔路口”，第 78集团军
某合成旅大学生士兵杨磊最终还是选
择了后者。

大学期间，杨磊成绩优异，当身边
同学积极申请入党时，他却对入党持观
望态度。入伍后的杨磊，打算在军营锻
炼两年就返校读研究生。然而去年底
服役期满时，他不仅戴上了士官军衔，
还被吸纳为预备党员。

让杨磊改变初衷的，正是身边一个
个真实的党员先锋。他发现，小到脏活
累活苦活、大到急难险重任务，站排头、
打头阵的都是身边的党员。让杨磊触
动最多的是他的新兵班长王成——北
部战区陆军组织的“岗位学雷锋，强军
当先锋”活动标兵。

王成是该旅的装备维修大拿，屡次
放弃地方修理厂抛来的橄榄枝，选择留
队。问其原因，王成告诉杨磊，学习雷
锋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一份真感情：
“我的家乡祖祖辈辈生活贫困，这几年
在党的好政策下富裕起来。家里现在
不缺钱，我就想在部队多奉献，报答党
的这份恩情。”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会成为破雾
清霾的灯塔，走到哪儿都不会偏航。
“在马里，我就是中国，对党忠诚就

是我们最亮的旗帜！”这是今年春节期
间，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赴马里维和官兵
通过越洋电话与旅里战友交流时发出
的由衷心声。

在战乱频繁的异国他乡，该旅维和
官兵越发为祖国和军队的强大而自
豪。他们建成简易雷锋纪念馆，时刻以
雷锋为镜，高标准完成仓库建设、防御
工事构筑和机场设施维护等近 20个大
型工程任务。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阿尼

苏扎曼称赞说：“中国工兵不愧为联马
团典范，因为他们的榜样是雷锋。”

唯有精神与信仰的烙印，能经得起
时间的冲刷而永不褪色。前不久，某旅
已被列为转业对象的营长于鑫主动请
缨，担负某新型装备联调联试任务。有
人劝他：你都快要离开部队了，用不着
这么拼！他的回答很坦然：“穿军装的
日子不多了，作为党员，最后这班岗我
一定要站好！”

春节前后，北部战区陆军许多待转
业干部，都像于鑫一样，自觉用雷锋“党
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的觉悟和品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交
上一份份写满忠诚的答卷。

在北部战区陆军部队开展“岗位学
雷锋、强军当先锋”主题实践活动中，这
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北部战区陆军主
要领导认为，像雷锋那样坚定的信仰源
于理论的清醒，必须始终坚持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官兵。他们引导广大官兵
像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样刻苦学习
习近平强军思想，当成“粮食”“武器”和
“方向盘”，为强军事业作出自己的贡
献。

新时代学雷锋，既要

向上向善乐于助人，更要

精武强能在岗位战位当

先锋

身后投射的是雷锋巨幅照片，耳畔
响起的是“雷锋连”连长宣读的倡议书，
接过“强军先锋人物”的奖杯和证书时，
某特战旅连长柳东坡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复。
在特种作战领域，柳东坡就像一名

寂寞却执着的运动员——十几年来，从
战士成长为连长，从“砺刃-2013”全军
特种部队比武的赛场到“安德鲁·波依
德”国际特种兵竞赛的舞台，他在这条路
上精益求精，成长为精通伞降、潜水、狙
击等 20余项专业的特战精兵，荣立一等
功 1次、二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支撑
他的正是与雷锋一样的爱岗敬业精神。

学习雷锋的标兵，首先是训练尖
子。

3月 2 日，北部战区陆军举办新时
代弘扬雷锋精神表彰动员大会，柳东坡
正是标兵之一。据了解，受表彰的 132
名官兵中，8成以上是军事训练尖子，人
人堪称各自专业领域的“行家”“大拿”。
“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内涵丰富，

但最基本的实践平台仍是岗位、哨位、
战位，最核心的品质仍是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北部战
区陆军领导告诉记者，他们设置以雷锋
名字命名的哨位、战车、战炮、库室等，
组织“强军擂台挑应战”“精武标兵亮绝
活”等活动，深入开展“强军先锋人物”
评选。某合成旅副旅长张立国，连续 3
年带队参加“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比
赛，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去年经北部战
区陆军推荐，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
先进个人”。

在某合成旅营长何洪涛的印象中，
真正让他对合成营作战有了“耳聪目
明、臂长拳硬”感觉的，是去年的一场红
蓝对抗演练。

演练之前，刚组建不久的合成营正
处于研究摸索的起步阶段。恰逢“岗位
学雷锋、强军当先锋”活动热潮，何洪涛

发动全营上下 10余个兵种、数十种专业
的官兵，像“螺丝钉”那样铆在战位刻苦
训练。演练那天，全营面对潜入防区的
“蓝军”各司其职：航空情报判读员精确
解析无人机传回的影像信息，合成营参
谋根据情报准确分析战场形势，何洪涛
快速下达作战指令，成功对“蓝军”实施
了反包围。

这场胜利让何洪涛头一次感到，
“战斗力”这个看似宏观抽象的概念，细
化起来其实就是一人一车、一岗一哨。
“每个人都精于本职，合成营这台‘机
器’就能高效运转。”何洪涛坦言，这种
个体与整体、一隅与全域的辩证关系，
正是他学习雷锋精神的实际感悟。

情之所好，心必往之、力必投之。
当对本职岗位的追求上升为热爱，精通
就变得水到渠成。某防空旅一级军士
长于世忠从军 28年，始终坚守在一个连
队、一个岗位，在别人看来枯燥难懂的
专业理论和电路图，他却认为充满乐趣
和挑战。他精通多型装备的操作与维
修，排除故障 1500余次，被官兵称为“雷
达神医”。

打赢呼唤千千万万个雷锋。在基
层末端，“雷锋”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
种荣誉，“当精武能手吃香、做学雷锋标
兵光荣”已经成为广大官兵共识。

新时代学雷锋，在奋

斗中自觉奉献，在奉献中

享受快乐

什么是幸福？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四级军士长戎朋光给出的答案是：奋斗

就是幸福。
这个入伍前曾就读于技工学校的

青涩学生，如今已经是拥有 16项专利、3
枚军功章的技术大拿。回顾自己 15年
的军旅生涯，戎朋光把这归功于简单的
6个字：学雷锋、学技术。

刚分到修理连，已经具备专业水准
的戎朋光在岗位上干得游刃有余。变
化发生于 2015年，戎朋光在一次演习时
发现，传统螺杆式装备支腿费时费力，
这让他萌生了革新的念头。但随后他
却发现，自己现有的知识不足以完成攻
关任务。

老话讲，人到三十不学艺。可彼时
已 32 岁 的 戎 朋 光 偏 偏 不 信 这 个
“邪”——

“《雷锋日记》我认认真真看了很多
遍，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一种从不断奋
斗中获得的发自肺腑的幸福感。”戎朋
光说。

他到处拜师学艺，零基础学习材
料学、工程力学等学科，最终研制成
功快速螺杆式装备支腿，使装备架设
展开时间大大缩短。
“习主席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这话说得太好了，说到了咱的心
坎里。”今年春节，戎朋光学习了习主席
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浑身充满了
正能量。

雷锋精神照亮了戎朋光，千千万
万个“戎朋光”汇聚起来，就是北部
战区陆军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奋斗
谱系”。

2016 年春，对于刚刚组建的战区
陆军机关来说，“从零开始”的艰难、
“破茧成蝶”的阵痛，来得尤为猛烈。

“要像雷锋那样把奋斗进取作为生
活态度、创业精神和领导原则，撸起
袖子加油干！”战区陆军主要领导认
为，创业者第一责任就是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把打仗的风
向标立起来，事关打仗的事，一刻也
慢不得、拖不得、等不得。

奋斗，不惧“从零开始”。他们第
一时间理解使命要求、掌握部队状
态，第一时间与上级指挥机构对接、
制定战备值班规范，第一时间将驻地
周边重要信息写入战备预案……

上有所指，下有所趋。去年，某
旅由装甲部队改为合成部队，该旅
“白老虎连”也面临转型。缺装备、缺
教材、缺人才，转型谈何容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接力奋

斗始终是雷锋传人不变的传统！”“白
老虎连”官兵对照“岗位学雷锋、强
军当先锋”活动中的雷锋“标准像”，
梳理出创业兴业所需的数十种能力品
格，按照“蹚路子先训、求规范细
训、整建制全训”步骤，从最基础的
内容学起练起，从零开始一步步把合
成的理念根植官兵脑海。
“以革命的志气创造未来。”半

个多世纪前，雷锋在日记中写下这
样的句子；半个多世纪后，在他战
斗过的土地上，具有新时代特点的
雷 锋 传 人 正 在 茁 壮 成 长 ， 不 辱 使
命、创新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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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接过“雷锋的枪”
—探寻北部战区陆军传承弘扬雷锋精神足迹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康子湛 特约记者 李 亮 王 鑫

前不久，“辽宁好人·身边好人”评选
结果揭晓，第 79集团军某旅下士付斌榜
上有名。

说起付斌，连队指导员江世杰欣慰地
说：“他平时踏实肯干，乐于助人，作为学雷
锋活动带头人，付斌原本就是大家日常工
作中学习的榜样，如今他拾金不昧的事迹
又成了连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

事情发生在去年国庆节。付斌在国
庆假期第二天请假外出，到驻地一个工
商银行取钱。在休息区排队等待时，他
发现同一排靠边的座椅上放着一个黑色
皮包，无人看管。询问数次无人认领后，

他打开一看，鼓鼓囊
囊的包内除了一个钱
包，其余全是一沓沓
的百元现金。

“这么多钱丢了，失主一定很急。”付
斌第一反应是尽快联系失主归还。于是
他在周围群众的见证下打开钱包，从里
面找到了一张社保单，正巧上面留有电
话号码。他随即拨通号码，确认了电话
那头就是皮包的主人。两分钟后，失主
王女士赶了回来，激动万分的她再三感
谢，当场拿出 2万元现金作为酬谢，但付
斌当即婉言谢绝。
“我是真心的要感谢他，但他说什么

也不要。”王女士告诉笔者，她当时满心
感激，紧拽着小伙子问是哪里人，干什么
的，叫什么名字……一再追问之下，他不
得已才说自己是个当兵的，叫付斌，然后
就走了。
“当兵的”“叫付斌”，家住辽宁省

锦州市的王女士根据仅有的两条信息，

先后到锦州原第 40集团军军部、市人
武部等单位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找
到了所要感谢之人的单位和地址，并在
节后上班第一天专门请假赶到部队驻
地，带着锦旗和表扬信登门致谢。
“终于找到了这位好战士，感谢部队

教育培养了品德优秀的青年军人……”
王女士辗转 300多公里，将一面绣有“拾
金不昧、军人本色”的锦旗连同一封表扬
信送到付斌所在连队，感谢付斌归还 63
万元的拾金不昧之举。

今年年初，驻地文明办得知付斌拾
金不昧的事迹后，专门把他作为诚实
守信模范，为他申报了“辽宁好人·身
边好人”评选，驻地群众得知付斌是一
名军人后纷纷点赞：身边好人原来是
个兵。

拾金不昧63万元完璧归赵—

四处寻找，身边好人是个兵
■卢 扬 王立军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道德边

界，一支军队不能没有精神高地。

半个多世纪前，当毛泽东等

老一辈革命家题词向一名普通战

士学习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平

凡的战士从此与共和国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今日回望，1963年兴起的学

雷锋活动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帷

幕，铺下第一块坚实而厚重的基

石；1983年，大江南北提出“做八

十年代新雷锋”的口号，宣扬和褒

奖了一个又一个新标杆；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对弘扬雷

锋精神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入

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特别

叮嘱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兵“要

把雷锋精神弘扬好”。

雷锋精神价值永恒，弘扬雷

锋精神必须与时俱进。

新时代，雷锋精神不仅没有

过时褪色，而且不断地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相承接、与时代

文明风尚相契合，成为更有厚重

内涵、更具引领价值的时代精神

旗帜。北部战区陆军作为雷锋精

神的发源地，紧跟时代要求，扛起

政治责任，以示范者的标准和领

跑者的姿态，做雷锋精神的“种

子”，当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人，

持续推进“岗位学雷锋、强军当先

锋”活动，持之以恒弘扬雷锋精

神，使“雷锋”在部队叫得更响、

“雷锋精神”在官兵心中扎得更

深，成为最鲜亮的精神名片。

雷锋不老，是因为我们的民

族精神不老；雷锋精神之树常青，

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常青！奋

进新时代，我们既要“接过雷锋的

枪”，更要紧跟时代要求，强化传

承担当，让雷锋精神在强军新征

程中焕发绚丽的时代光彩！

当
好
新
时
代
雷
锋
精
神
传
人

■
北
陆
政

2 月 19 日，农历正月初四，在吉林
省通化市二道江区前台社区的一栋普
通居民楼里，62岁的王德兰与远在千里
之外的陆军某合成旅班长李志标视频
连线，不大的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今年‘大儿子’在家，‘小儿

子’没回来，不然更热闹。”放下电
话，王德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口中的“小儿子”就是李志标，“大
儿子”叫谭振林，都是该旅已经退役
的战士。

11年前，王德兰的丈夫和儿子在
一年内相继去世，悲伤的她终日以泪
洗面。偶然得知此事的谭振林主动上
门认了王德兰做“妈妈”。

在随后的日子里，每逢节假日，
谭振林都要带着米面、水果及营养品

上门探望，帮着干些家务，陪着说话
唠嗑。得知王德兰老人患心脏病，他
留心收集治疗方子，购置备用药品，
街坊邻居看见了，都说王大妈有了一
个好儿子。

2012 年底，即将退役的谭振林放
心不下“妈妈”，他把爱心接力棒交给
了从未见过亲生母亲的孤儿战士李志
标手中。李志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道：“24年了，‘妈妈’这个称呼对我
来说是一种奢求，今天，我终于叫了
一声‘妈妈’，我一定当好这个儿子。”

从此，李志标视王德兰如生母。一
次聊天中，他得知王德兰有块心病：老
伴和儿子的骨灰仍存放在殡仪馆里未能
下葬。李志标拿出积蓄，帮老人完成了
心愿。看到老伴和儿子终于入土为安，

王德兰抱着李志标哭了许久。
2016 年初，已经退伍的谭振林和

妻子姜晓雪商量后，举家搬到了通
化。两人隔三岔五就往王德兰家里
跑，很多邻居都以为，谭振林两口子
就是王德兰的亲生儿女。

因一次学雷锋活动而起，又因贯
穿雷锋精神而动人。在驻地，谭振林
和李志标接力照顾“妈妈”王德兰的
事迹感动了当地政府和群众，双双被
评为“通化好人”。该旅政委刘士秋告
诉记者，虽然一个“兵儿子”可能会
暂时离开，但始终会有更多“兵儿
子”加入到这个
行列中来，将雷
锋精神一直传承
发扬下去。

11年爱心接力照顾“空巢”老人—

两个“兵儿子”孝敬一个妈
■陶 李 本报特约记者 李 亮

第55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第78集团军某旅“学雷锋模范连”官兵重温入伍誓词。 刘议闪摄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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