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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刘学军前，记者很难相信一个人
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23岁从部队复员
后，因帮单位扑救大火受伤，不仅身体落
下三级残疾，还导致了脑萎缩，被医生告
知可能只能活两三年；31岁办理病退后，
专职做好事30年，分文不取，不图名不图
利；卖掉父母留下的古董字画资助上千名
学生上学读书……

采访刘学军的过程，也是一个解答
记者疑问的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刘学军自己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我
希望死后人们会说，这人是个‘好人’，他
是个‘雷锋’，就够了。”

“学雷锋，是会上瘾的”

在百度上输入“京城好人刘学军”几
个字，相关结果达到 900多个，时间跨度

很长。“好人”这个标签已经贴在刘学军
身上几十年了，但是刘学军更喜欢那个
从童年起就伴随他至今的一个称呼：“雷
锋”。

1958年，刘学军出生在北京一个部
队大院，在当时社会氛围的熏染和父母
的言传身教下，他早早地就把学雷锋付
诸实践。7、8岁时，刘学军在上学路上
捡到一个书包，里面装着 20多元现金和
30 多斤粮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
“巨款”，但刘学军毫不犹豫地将钱包交
给老师。后来失主一家人前来认领，刘
学军记得很清楚，对方流着泪一把将他
抱在怀里，激动地说：“你就是‘小雷锋’，
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我当时也很高兴，心里想着：嗯，我

就是‘小雷锋’。”时隔几十年，回忆往事，
已年过花甲的刘学军仿佛又回到了童
年，重新捡拾起当年的喜悦。
“学雷锋，是会上瘾的。别人说一句

‘谢谢’，比什么都强。”初尝做好事的“甜
头”后，学雷锋、当雷锋的种子从孩童起
就开始在刘学军心中埋下。从小到大，
刘学军搬过十几次家，可小时候用 1毛 5
分钱零花钱买的那幅雷锋画像，他一直
挂在家里。

因为，“我把自己当成雷锋的传人。”

“做好事，是军人应该的”

退伍近 40 年，刘学军依然把自己
当成一个兵。这些年，他每天早上 5点
赶去地铁站“上班”，直到晚上 11 点才
“下班”。每天，他都会随身带一个公
文包，里面急救包、针线包、血压计、速
效救心丸等乘客可能需要的物品一应
俱全。
“为什么选择在地铁站做好事？”面

对记者的提问，刘学军认为，地铁站人流
量大，能及时帮助更多的人，“我在地铁
站里给大家站岗放哨。”

然而，人流越多，越意味着更多的
不明状况可能发生，做好事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去年 6月，在北京回龙观
地铁站，两名男青年因琐事打架，刘学
军见状后立刻上前调解。了解到其中
一人急需去给住院的孩子送治疗费，他
让这个青年先行离开，可另一个青年不
依不饶：“你让他走了我怎么办？”有着

几十年调解经验的刘学军急中生智地
说：“那人是我儿子。”揽下责任的刘学
军还带着受伤青年去医院做了检查，事
后了解真相的两人都被刘学军感动了，
刘学军又趁机给他们进行法律知识普
及，提醒他们引以为戒。
“做好事，是军人应该的。”4年的军

旅生涯，不仅坚定了刘学军为人民服务
的信念，也给了他常人所不及的勇气。
2009 年 1月，北京市西土城路一处地面
出现塌方，当时路过此处的刘学军一边
联系市政部门反映情况，一边“客串”交
警指挥起现场路况，不小心被一辆大客
车撞倒，住院治疗了半个多月。

几十年来，刘学军救过许多群众，留
给自己的，是多处伤疤。如今，虽然身上
的一处处旧伤让刘学军经常在阴天下雨
时“疼得直掉眼泪”，但他会数着伤疤，一
一回想着当时是做了哪些好事、救了哪
些群众来当做安慰。

“做好人，是件幸福的事”

因为见义勇为，刘学军多次经历过
生死瞬间。23岁时，刘学军因在灭火时
吸入过量一氧化碳，被医生断定只能活
两三年。把一切都看开了的他没有畏缩
着度过“余生”，而是选择像雷锋那样把
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给身边人和社会

留下美好的记忆。
对于做好事所获得的各种荣誉，他

也有自己的态度。走进他家客厅，到处
都是奖状、奖杯，许多都落满了灰尘。“这
些荣誉不是我做好事的目的。”刘学军希
望通过宣传表彰自己能带动更多的人参
与到学雷锋中来。“你们做好事去帮助别
人，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当受到刘学
军帮助的人提出要表示感谢时，他总是
如此回答。

与荣誉如影随形的，是现实里的种
种“风霜”。因为变卖家产救助需要帮
助的人，先后两任妻子都离刘学军而
去，曾经一度记恨父亲的女儿也是在长
大后才开始慢慢理解父亲的行为。“真
心实意帮助他人，就要受得起表扬，更
得受得了委屈。”刘学军说，做好事这么
多年，他见惯了人情冷暖，也遇到过一
些误解，但只要见到有人需要帮助，他
还是会不假思索地伸出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方

式。我觉得，做好事，心里会很踏实，做
好人，是件幸福的事。”他甚至在采访过
程中不断地劝记者：“不信你也从明天
起每天做一件好事试试。”

雷锋去世已经 57 年了。但正因为
有像刘学军这样的“活雷锋”一代又一代
将雷锋精神加以传承，才让“雷锋”从未
远去。

（本版制图：张 锐）

“京城好人”刘学军—

把自己当成雷锋的传人
■陈坤丰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杨明月

又到阳春三月，人们总会想起一个平凡而伟
大的名字——雷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普通
战士的名字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和
精神指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直回荡在

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如何学习雷锋，每个人的答案不尽相同。有

的人起于一时之兴，有的人选择毕其一生。而退役
军人刘学军，显然属于后者。

雷锋的画像有很多，这幅《雷锋
在补衣》是他的第一幅画像，作者是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某团俱乐部主任
杨宝威。

杨宝威 1950年参军，长期从事部
队宣传文化工作。1960 年 1月，雷锋
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工兵团，与杨
宝威所在团是兄弟部队。当年 11月，
雷锋为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机关、部队
作报告，上级将杨宝威抽调到沈阳，同
雷锋一起住进工程兵招待所，意在帮
他随时捕捉创作灵感，真实呈现雷锋
的形象。

那段时间，白天雷锋外出作报告
时，杨宝威是忠实的听众；晚上，他们
一起用餐，一起散步交谈，杨宝威对雷
锋观察得格外仔细。他看到，清晨人
们还在熟睡时，雷锋就悄悄起床，整理
室外卫生；晚上，雷锋又在灯光下伏案
读书，写心得，记日记。在杨宝威看
来，雷锋是一个朴实无华、勤奋好学、
充满朝气的年轻战士。

一天晚上，雷锋正在灯下全神贯
注地缝补自己的衬衣。杨宝威看到
后，心中为之一动，赶忙取来纸和笔，
迅速勾画下这个场景，就有了《雷锋在
补衣》这幅画像，成为杨宝威为雷锋画
的第一幅速写。

之后，杨宝威又去鞍钢以及雷锋
的部队驻地采访，通过雷锋同事和
战友的描述为雷锋画了许多速写，
这些都为杨宝威后来的创作积累了
丰富的素材。之后，杨宝威还参加
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幻灯
片的绘制，创作了国画《雷锋》，被收
集在《沈阳部队美术展览作品选》
里。

孰料，这幅画作问世不久，1962
年 8月 15日，传来了雷锋因公殉职的
消息，杨宝威异常悲痛，他决心要继
续画雷锋，永远宣传这位不朽的战
士。后来，杨宝威创作的年画《听故
事》参加了全军美术展览，速写《训练
场上的雷锋班》和国画《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等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产生
广泛影响。

转业、退休后，杨宝威宣传雷锋的
脚步没有停止，他经常到学校和驻地
部队为学生、官兵讲述雷锋的事迹，同
时激情满怀地拿起画笔，留下许多鲜
活的学习雷锋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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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的岁月中，部队往往用战

地小报来提振军心士气，引燃战斗热

情。和平环境里，我的老部队也在战备

施工中发扬光荣传统，创办了一份战地

小报，鼓舞了官兵的工作热情。

上世纪 70年代初，我们部队接受

了打通天山南北、修筑独库公路的光

荣任务。独库公路北起北疆独山子，

南至南疆库车，全长500多公里。参加

战备施工的除了 3000多名官兵外，还

有4000多名来自各个民族的民工。数

千军民分布在几百公里的崇山峻岭

间，随着工程的进展和公路的延伸，后

勤供应的战线越拉越长，施工军民由

原来每周或半个月接收一次报纸、信

件，变成每月或更长时间才能收到。

于是，部队党委决定创办一份战地小

报，及时传达上级指示精神，交流战备

施工中的好人好事和先进经验，并把

这个任务交给了部队政治处宣教股，

确定这项工作由我具体负责。

地处深山老林，物资匮乏，要办报纸谈

何容易？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我从山

下买来了油印机、蜡纸、刻笔和纸张等办报

必需品，还买了蜡烛、煤油灯做照明用，在

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办起报来。

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件好差事。办报

工作人员虽说以我为主，实际上就是我一

个人，其他同志都另有任务，只是在空闲时

帮我出出主意，打打下手。具体写稿、改

稿、排版、刻字和油印等工作，都是我一人

操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夏天骄阳似火，

帐篷里闷热难忍，汗如雨下；冬天冰天雪

地，帐篷内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刻钢板时

手连刻笔都拿不稳。在钢板上刻蜡纸，对

我来说也是一项不易掌握的技术活，刻得

轻了，印不出字来；刻得重了，蜡纸容易破，

印出来会出现油墨疙瘩。经过一段时间磨

炼，我才逐步熟悉了刻印蜡纸的技巧。

不过，办报条件虽然艰苦，工作量又

大，但想到能及时向施工军民传递消息，

提振他们的工作热情，我就一点也不觉

得辛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坚持每

周办报一至两期，每期印二、三百份，分

送到各工地上的官兵和民工手中。据原

一连老战士陆永根回忆，当时山下很长

时间送不上来报纸，这份战地小报就成

了他们的主要读物。在工地休息时，班

长一人念给大家听；回到驻地，大家又轮

着看。有一次，小报有篇稿子表扬了他

们连队，大家情绪高昂，干劲倍增，一天

的任务半天就完成了。

办报纸，稿件的来源及质量至关重

要。部队以连队文书为主组成三至五

人的报道组，同时发动部队司、政、后

机关干部和战士积极投稿。与此同时，

我还抽时间去采访写稿。有一次，我蹚

着冰冷的河水去一营采访，了解和掌握

了大量感人的素材，连夜写出了长篇通

讯《军民团结筑长城》，在战地小报上

刊登后对全体施工军民都是极大的鼓

舞和鞭策。与此同时，这篇通讯还被

《新疆日报》和军区的《战胜报》采用，

后来又被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也

以《团结战斗在边疆》为题发表，让我

们是又惊又喜。

这份战地小报，一直持续到独库公路

竣工时才停办，当时在军内外产生了一些

影响，《战胜报》及地方报纸从其中发掘出

不少好的新闻素材或稿件选用。一位部队

领导夸赞它是“天山深处的‘号角’”，激励

官兵们顺利完成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天山深处的“号角”
■王建诚

征文·曾在军旅

2014年 4月，我刚从部队转业到福
建省审计厅，组织上选派我到安溪县祥
华乡珍山村担任第一书记。我做过学
生、当过警官，还当过翻译、联合国联络
官，唯独没当过“村官”。

尽管入村之前想到各种困难，但现
实还是超出预期：基层党组织弱化，人
心不齐；山路不通，优质农产品运不出
去；个别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思想
工作难以沟通……

我知道，要想拔穷根，首先聚人
心。在部队，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叫
《团结就是力量》。到了地方也一样，只
要人心齐了，干什么都会有目标、有动
力。在我的建议下，村委会充实了几个
公道正派、敢于创新的年轻人，给支部
班子增添了活力和斗志。

对于百姓，我是进农家下地头，用
心倾听他们的呼声和需求。不到两个
月，几乎跑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记下

了许多贫困户的家境情况，小到家庭生
产、房屋改造，大到医疗保障、子女入
学，听到动情处，我常常热泪盈眶，嘘唏
不已。那时，我就决定，自己工资不多，
不可能拿出来一一解决贫困家庭的困
难，但我年轻，有干劲，一定要让村民尽
快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珍山村农产品资源丰富，还是铁
观音茶的“故乡”，只是因为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百姓只能守着金山银山过
穷日子。其实，村民们都知道要想富
先修路，却因种种原因一直得不到解
决。我下定决心，这个硬骨头必须
啃。转业前，我曾参加联合国驻海地
维和任务，遭遇过 7.3 级地震，也算在
鬼门关走过一遭，还有什么可怕的？

但直到通车仪式结束，16公里的崎
岖山路变成了平坦大道，我才终于有时
间酣睡了两天一夜，还在梦中哭醒一
次。因为，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能体
味。为了动员个别村民迁坟，几乎磨破
了嘴皮；施工关键时期连下阴雨，我天
天巡查在工地上，从山顶到山下一共
103道弯，弯弯连着我的心，每一个点位
都要跑到、查到，生怕有半点闪失。如
今，这条路成了老百姓的致富路，不仅
解决了珍山村和附近 3个村村民的出
行难题，农产品运输难、售卖难的问题
也迎刃而解。

记得山路通车不久，妻子带着孩子
来看我，那也是我驻村以来她第一次也
是唯一一次来看我。见我又黑又瘦，妻
子心疼地说：“别硬撑着，实在不行咱就回
家。”她轻声一句，让我禁不住泪眼无语。

说实话，我最亏欠的还是妻子。儿
子出生时，我在海地维和；女儿出生时，
我在闽南驻村，是她用瘦弱的双肩替我
撑起一个幸福和睦的家，我们还被评为
“全国五好家庭”。我也深知，正是有了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有了我们每个驻
村干部的担当和坚守。

山路打通了，我就开始琢磨村里的
发展。我们从产业扶贫入手，与农业大

学合作，盘活了 300 多亩废弃的水稻
田、山垅地，建成了牛羊养殖基地，还争
取来全县第一个光伏扶贫项目，又为村
里增收闯出一条路子。

后来，我一鼓作气，在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为这个省级重点扶贫村实施
了 16 个扶贫开发项目，村民年可支配
收入从原来的 4250元提高到 11500元，
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户 62户 259 人全部
脱了贫。

那段日子，我真的是披星戴月，马
不停蹄，把所有能求的、不能求的人全
求了一遍。当时自己就像一个推销员，
兜里随时带着名片，包里放的都是资
料，见人就说珍山村的苦、珍山村的难，
还有珍山村丰富的自然资源。

熟悉我的人都说，尽力了就行，何必
这么为难自己。但我刚刚驻村时有过承
诺，必须让它旧貌换新颜！我是党员，是
第一书记，落地就要有声，承诺就要兑
现。3年过去，珍山村成了省级“产业扶
贫示范村”“教育扶贫示范村”“省级美丽
乡村重点村”。这也是我人生中最自豪
的一笔，甚至比当年在部队 2次荣获联
合国和平勋章、1次荣立一等功还要甜
蜜，因为这是为了自己深爱的土地。

真心换真心，情义两心知。去年 4
月，我圆满完成驻村扶贫任务，带着村
民的祝福和心中的不舍返回省城。让
我感动的是，珍山村老百姓没有忘记
我，经常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聊起村里
的新变化。组织上更是对我充满信任
和期望，再次把我派驻到安溪县西坪镇
龙地村担任第一书记。

虽说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积累，工作
不再无序，但现在的扶贫难度更加艰
巨，确保 2020 年全面脱贫既是政治任
务，更是党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
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必须首当其冲
肩负起这个使命。新年伊始，我对自己
的要求是：横下一条心，扎根龙地村；拼
命干三年，再赢攻坚战。

（孙现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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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e家 等你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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