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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家珍藏着一张扶贫卡，那是董存

瑞生前所在部队官兵帮助贫困户建档立

卡时发下来的。记得那一天，3名官兵围

坐在俺们家土炕上，从下午3点多一直唠

到傍晚6点多，帮俺树立脱贫信心。

乡亲们脱贫后，部队官兵又帮村里

建起了光伏电站。村子变得更干净了，

坑坑洼洼的土路不见了，道路两旁的灯

也更亮了。那张扶贫卡就是军民鱼水深

情的见证，俺一定要珍藏好，传给后世子

孙，不要忘了这段经历、这份感情。

——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温滴楼

满族镇小沈家台村村民 王惠明

我很庆幸，能够作为董存瑞生前

所在部队官兵的代表，参与助力小沈

家 台 村 脱 贫 攻 坚 战 。 我 至 今 记 得 第

一次走进村里时，乡亲们那充满期待

的眼神。

村子脱贫后，部队又帮村里建起

“军民情”光伏电站，打造“育牛合作

社”。乡亲们的眼神，从期盼变成了幸

福 ，面 容 从 一 筹 莫 展 变 成 了 笑 逐 颜

开。作为英雄部队传人，我和战友们

感到骄傲和自豪，更感到助力乡村振

兴沉甸甸的责任。

——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某炮兵

旅十连战士 唐 辉

我 第 一 次 真 正 接 触“ 雷 锋 ”，是

2018 年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6 名官兵走

进校园，支援帮助我们建设雷锋学校。

后来，13 名官兵应邀成了我们的校外

辅导员。

学校由“北三家小学”改名“雷锋小

学”，更新的是教学设备、学生桌椅、体

育器材和专用教室，不变的则是军民对

雷锋精神的合力传承。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学生走进校门

第一件事，就是向教学楼前的雷锋塑像

敬礼。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

县雷锋小学校长 王端文

当我成为雷锋班的一员时，我和雷

锋班战友就正式接过老班长雷锋关爱

青少年成长的接力棒，成了“雷锋小学”

的校外辅导员。

第一次到清原县雷锋小学上校外

辅导课，我特意赠送了平时收集的雷

锋图片、书籍及影像资料。令人鼓舞

的是，经过 3 年辅导，学生们大都养成

记雷锋日记的习惯，努力做到“一事

之前想雷锋、一事之中学雷锋、一事

之后比雷锋、一生立志做雷锋”。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班第

27 任班长 牟振华

军民手挽手 大手牵小手

在助力乡村振兴中，董存瑞生

前所在部队帮助辽宁省锦州市凌海

市温滴楼满族镇小沈家台村建起了

“军民情”光伏电站。图为官兵帮助

村民安装太阳能光伏板。

援 建
■王德新 于海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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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温 饱 到 环 保
——感悟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助民之变

■温 金 佟鑫博 晏宏程

雷锋当兵后，有一次曾专门请假，赶

到辽宁省辽阳市人武部，看望“像父亲一

样”的政委余新元。当初，雷锋报名参

军，这位老红军见他根正苗红，出面协

调，帮了大忙。

这是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兵耳熟能

详的一段往事。

“感恩是灵魂上的健康。”当官兵们

以校外辅导员身份，向中小学生讲述这

段往事的时候，总是深情地提示，雷锋不

只对领导、长辈、同学、朋友感恩，他感恩

的更是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学雷锋，做

雷锋，当“雷锋传人”，不妨从感恩开始，

先拥有一个健康的灵魂：多一分珍惜，多

一分孝敬，多一分知足，多一分对社会的

回报。

从农场拖拉机手、到鞍钢学徒、再到

参军当兵，雷锋每次“改行”收入都在减

少。他不在意钱多钱少，更看重的是国

家需要、社会需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就应该像雷锋那样有定力，让

无悔的选择温暖世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雷锋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引起中小学师生们

的强烈共鸣。

要 让 中 小 学 生 像 雷 锋 那 样 有 定

力 ，“ 雷 锋 传 人 ”先 要 有 定 力 ，无 论 服

役 还 是 退 役 ，一 样 用 心 讲 好 雷 锋 故

事 。 雷 锋 生 前 所 在 部 队 、某 工 兵 旅 旅

长李莹介绍，3 年来已有 9 支退役老兵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队 ，分 赴 百 余 个 大 中

小 学 校 园 ，向 2 万 多 名 学 生 分 享 了 雷

锋故事。

像雷锋那样有定力，让

无悔的选择温暖世界

官兵“接力”传承

“长大了想干啥？”对中小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如何把这个话题讲出新意、做到常

讲常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从雷锋

身上找到了答案：雷锋从 16 岁高小毕业

到 22 岁不幸殉职，6 年时间先后换过 7

次工作，当过农民、机关通信员、工人，后

来还参军入伍当了兵。他的人生轨迹实

现了干一行爱一行的追求。

“苦心人，天不负”，偶然之中有必

然。引导今天的中小学生像雷锋一样

树 立 爱 岗 敬 业 的 人 生 态 度 ，就 一 定 能

开辟出阳光的人生路。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与辽宁省抚

顺市雷锋小学教师一起，历时两年联合

攻关，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具体实际，编

写出不同版本的《雷锋精神教育读本》，

用“未来规划”把学雷锋细化为每个阶段

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目标”。

在《雷锋精神教育读本》中，不只雷

锋本人，一个个“雷锋传人”的故事也有

了别开生面的讲述：从 1963 年至今，雷

锋班相继有 40 人提干，190 人成为各级

劳模、获得各类表彰。

把 雷 锋 故 事 编 入 教 材 ，将 雷 锋 精

神 纳 入 教 学 ，师 生 共 同 讨 论 的 话 题 越

来 越 深 入 ，对 学 雷 锋 也 有 了 更 丰 富 的

理解和感悟：学雷锋能提高自己，学雷

锋 改 变 了 人 生 目 标 ，学 雷 锋 拓 宽 了 人

生之路。

如今，河北省唐山市雷锋小学、辽宁

省营口市雷锋小学、上海市雷锋小学等

9 所小学正式把《雷锋精神教育读本》列

为辅导教材。

像雷锋那样有追求，让

梦想的光芒照亮人生

读本“导航”方向

2022 年春节寒假的最后一周，辽宁

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雷锋小学举办

日记展，210 多本日记本在长条桌上一

字摆开，封面全部印有红底黄字黑边的

“续写雷锋日记本”字样。翻开日记本，

只见第一页正面印有雷锋参军后的首篇

日记，背面是雷锋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日

记，学生日记接着雷锋最后一篇日记开

始写。

“续写雷锋日记”活动，2018年 9月由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在助学实践中发起。

从 2017 年春季开学起，全国城乡统

一实施对义务教育学生免学杂费、免费

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

贴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近年来，

因家庭贫困而面临辍学的中小学生越来

越少。

过去 10 多年间，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官兵接力资助，帮这所学校的 79 名贫困

家庭学生圆了求学梦。如今，助学行动

如何适应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部队领

导深入调研后提出，发挥部队自身优势，

从圆梦向塑魂转变，“续写雷锋日记”活

动由此应运而生。

雷锋当年很有激情，“干啥像啥”。

“续写雷锋日记”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导

中小学生焕发激情、点燃梦想。从草坪

里捡出垃圾，帮同学的自行车充气，冬天

的上学路上把手套让给同学……学生日

记中的点点滴滴如同一点点光亮，汇聚

成一片阳光。

截至目前，与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建

立共建关系的山东、辽宁等地 16 所中小

学，相继发起“续写雷锋日记”活动。

像雷锋那样有激情，让

上进的力量穿越时空

日记“续写”阳光

从 圆 梦 到 塑 魂
——见证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助学之变

■姜玉坤 王伟强 崔 鹏

辽宁省抚顺市将军二校每年都

会组织师生代表到雷锋生前所在部

队，参观雷锋班和雷锋纪念馆。图

为雷锋纪念馆讲解员汪洋为学生们

讲解雷锋故事与雷锋精神。

传 承
■李映辉 康铁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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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小树苗就是一张百元钞票？说

来让人难以置信。

2021 年 11 月 13 日 ，村民荣长贵卖

掉 1600 棵银中杨树苗后，高兴得合不拢

嘴：“要不是解放军帮咱村培育生态林种

苗，做梦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呀！”像荣长

贵一样靠种树苗致富的村民，在杨树沟

村还有不少。

杨树沟村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地

藏寺乡，曾经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

结对帮扶的一个贫困村。

东北平原沃野千里，有人戏称“插根

筷子都能长出一棵树”。可杨树沟一带

降雨量较少，十年九旱，水土流失，土地

沙漠化严重。银中杨作为抗旱、耐盐碱、

耐寒的人工培育树种，生长期短，经济价

值高，适合当地种植环境，但村民缺乏精

细培育这种树苗的经验与耐心。

如何扭转这一现状？旅领导用董存

瑞的例子为助民小组的成员打气鼓劲：

当年董存瑞训练成绩经常不合格，他硬

是改掉了自己的左撇子，成为训练标兵，

被战友誉为“移动的小钢炮”；如今帮乡

亲们端正发展理念，同样需要像改掉“左

撇子”一样，把脱贫思维转向振兴理念。

杨树沟村的经验向全乡推广后，280

亩市场走俏的银中杨种苗，第二年就让

地藏寺乡百余户种植户赚了个盆满钵

盈。部队官兵又开始帮助村民发展林下

经济。银中杨开枝散叶，林禽、林畜、林

饲、林菌、林药和林粮等种植养殖模式同

时发力，释放出乡村振兴的特有潜力。

像 董 存 瑞 一 样 迎 难 而

上，为乡亲们端正发展理念

开枝散叶银中杨

去年入冬后，在小沈家台村合作社务

工的脱贫户王惠明比以往更忙碌，每天早

早来到合作社给肉牛添加草料。在合作社

工作 3年，王惠明一家摘掉贫困户帽子，生

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生态饭”越吃越香。

以往村里不少农户各家独自养猪、

牛、羊，饲料品种单一，营养不够丰富，导

致 生 肉 味 道 不 够 鲜 美 ，价 格 也 一 路 走

低。个别农户处理粪污不科学，还污染

了村里环境。

“改变小、散、弱养殖现状，集约化饲

养势在必行。”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助力

乡村振兴小组成员深入走访，征得村民

同意，采取合作社方式帮助村子发展生

态绿色养殖项目。

万事开头难。“选好示范户，难题就

不难。”当年，董存瑞创造出“院中堡垒练

兵法”，曾经为全团做单兵爆破动作示

范。如今，经过军地双方精挑细选，王惠

明等一批示范户脱颖而出。在官兵帮带

下，合作社立下一条规矩：全部实行绿色

养殖，使用绿色饲料。

全村生产的不用化学农药、化肥、化

学防腐剂的玉米、豆粕和麦麸，直接成了

喂养饲料。对牲畜粪便，则统一采取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令人欣喜的是，伴随品种优良化、

饲养精细化、粪污无害化、管理规范化

等 举 措 落 实 ，百 合 小 菜 、绿 贡 农 珍 大

米 、碱 地 柿 子 等 绿 色 食 品 落 户 小 沈 家

台村，收获后远销上海等地，直接提高

了村民的整体收入。

像 董 存 瑞 一 样 用 心 用

力，为乡亲们树起学习标杆

绿色食品落了户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事非经过不知难。那一刻，第 79 集

团军某炮兵旅政治工作部干事刘宏伟不

禁感慨：全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也包括小沈家台村！

小沈家台村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凌

海市温滴楼满族镇，是该旅结对帮扶的

贫 困 村 之 一 。 那 一 刻 ，旅 领 导 也 在 思

考：怎样助力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作为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传人，

该旅官兵熟悉一段历史：当年，董存瑞参

加抗日儿童团后，曾经智救遇险的区委

书记。参加革命队伍后，曾经从大火中

帮老大娘救出女儿。老大娘来不及感

谢，董存瑞离开时身上还冒着烟。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

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坚决落实中

央“四个不摘”精神，官兵们重温老班长

的爱民情怀，信心坚定：“像董存瑞一样

爱民为民，为乡亲们拓宽致富道路！”

致富项目之一，是帮助乡亲们建好

用好光伏发电。

该旅结合辽西地区降雨少、光照时

间较长等特点，帮村里建起“军民情”光

伏电站。从建到用，从用到好，官兵花

了不少心思、费了不少劲。“村民都盼望

再多建几个这样的电站！”立春刚过，大

地回暖，小沈家台村党支部书记张宏勋

说。

像 董 存 瑞 一 样 爱 民 为

民，为乡亲们拓宽致富道路

光伏发电进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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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福建省上杭县庐丰畲族乡中坊小学位于

革命老区腹地。25年前，当地驻军捐助改

善办学条件，结对帮扶贫困家庭学生。如

今，随着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和

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驻军部队的助

学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由助学圆梦到

塑魂育人，把红色基因的种子播撒在孩

子们心中。

变化不只是一事一地，还表现在许

多地方、更多领域：从过去爱民帮扶，更

多是为了解决群众温饱，助力脱贫奔小

康，到如今重点转向环保，生态文明建

设中随处可见迷彩身影；从过去手把手

教群众学技术，到现在帮建信息平台，

助力培养新型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人

才支撑……

爱民方式与助学方式的变化，正是

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

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感

悟时代的变迁，新时代革命军人既倍感

自豪，又深感责任重大。

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的

红色地标——薛家寨革命旧址，路边一

块指示牌上写着：“站在当年英雄们流

血捍卫的地方，让我们感念革命前辈理

想之高、意志之坚、革命之苦……”当地

群众介绍，红军驻扎期间，平日里为老

乡挑水扫地，帮烈军属盖房种地，农忙

时节帮大家犁地收麦。

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大源村，闽

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张鼎丞，有感

于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深情，在烈士纪

念碑上题词：“但愿子孙相继起，能和先

烈共流芳。”

回望来路，我们对“军民团结如一

人”有了更真切的领悟；放眼未来，我

们对“爱我人民爱我军”会有更自觉的

行动。

从 战 争 年 代 利 用 战 斗 间 隙 助 民

劳 动 、为 群 众 做 好 事 ，到 和 平 建 设 和

改 革 开 放 时 期 利 用 部 队 优 势 助 贫 帮

困、援建助学，再到新时代塑魂育人、

环 保 接 续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变 化 的 是

爱 民 形 式 和 任 务 ，不 变 的 是 爱 民 情

怀、为民宗旨。

“沙平路软足力健，麦细桑柔春意

深。”在崭新的时代课题面前，拓展爱民

内涵，创新助学形式，呼唤我们继续发

扬英模精神，努力做到工作更细致、措

施更细化、帮扶更细心。

变 与 不 变 话 宗 旨
■向贤彪

军地时评

亲历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