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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们唱

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做着好

人好事并形成了“做好事不留名”的

时代潮流 ；如今的中青年一代，在年

少时也曾唱着这首歌，踊跃参加学校

组织的“学雷锋”活动，成年后，他们

或者恪守“螺丝钉精神”，或者发挥自

己特长为他人服务，或者热衷公益事

业 ；而新一代的青少年们，更践行出

雷锋精神新的时代特征………

是的，雷锋精神影响了我们一代

又一代，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雷锋没有走远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

志强……”又到一年三月，这首熟烂

于心的歌曲滋润了一代代人的心田。

出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何仲

育是宝鸡机务段原纪委书记。据他

回忆，1963 年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

潮，那时候他上初中，在那股热潮鼓

舞下，他加入了学校的很多兴趣学

习班，学习热情高涨 ；同学们还喜欢

在生活、学习上互相帮忙，那时“做

好事不留名”的风气也很高，有时候

甚至偷偷帮忙。走上铁路单位的工

作岗位后，何仲育他们还曾成立了

机务段工会小组，那时物质条件还

不太好，所以，小组的每个人拿出几

元、十几元钱建立了互助基金会，每

当谁家有困难时，就用基金会的钱

予以帮助。后来在何仲育他们的工

作中，雷锋精神更多体现在敬业爱

岗中，在平凡的岗位上乐于做一颗

“螺丝钉”。

家住宝鸡市区中山西路的陈玉

凤，退休前是市委党校的教授。她年

轻时在辽宁的一次经历，让她至今记

忆犹新 ：

1961 年秋季，陈玉凤考上了辽

宁大学，在欢迎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

上，当时已经是名人的雷锋同志给陈

玉凤他们作了报告。陈玉凤回忆道 ：

“雷锋同志个头不高，但一身合体的

绿军装，使他显得格外精神。雷锋悲

惨的童年、凄惨的家史，使得我们在

台下不停地擦眼泪。雷锋积极工作、

在部队热情帮助战友、热心为人民

服务的小故事，赢得我们一阵阵的

掌声。”因为当年的陈玉凤他们和雷

锋基本同龄，很是聊得来，所以，报

告结束后，他们把雷锋请到宿舍里，

继续交流座谈。雷锋还在他们的笔记

本上，为他们留下鼓舞人心的话语和

签名。

因为这样不凡的经历，陈玉凤说

让她受益终生，铭记“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的话

语。退休后，她还经常参加西关社区

的公益活动……

其实，像这样弘扬雷锋精神的平

凡的人和事，还有很多。有的人，我们

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雷锋精神代代传

从 1963 年开始，学雷锋热潮如

火如荼。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曾

以“每天做一件好事”为荣。最重要的

是，当年学雷锋的热心，就如在那个

年代的青少年心中种下了一颗精神

的种子，这种精神一直影响至今。

张红兵是宝鸡上善公益联合会

党支部书记、会长，在我市很多公益

活动中，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前

不久，他被评为“第七届宝鸡市助

人为乐道德模范”。张红兵出生于

1979 年，但是在他印象中，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依然是学雷锋的高潮

期。那时，正在上学的他就在老师

的带领下、同学的影响下，喜欢“做

好事不留名”。工作后，他热心公益

事业，2015 年，张红兵与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成立了宝鸡上善公益联合

会。他和公益联合会关注扶贫、注重

绿色环保、关爱退役老兵、助力乡村

振兴等。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学雷锋

的具体行动和表现方式有所变化 ：

比如，曾经学雷锋是“做好事不留

名”“每天做一件好事”等，更多是表

现在爱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上。

长期以来，不少人发挥自己的一技

之长为他人做公益服务，如理发

师为老人免费理发、机修师为

大家免费修自行车等。近几年，

更多的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

志愿服务项目等在社会上以及

各行各业遍地开花。如我市海

泰出租车公司成立了“雷锋车

队”，陇县打造了“关山新声”志

愿服务项目，凤翔区有“青春助

梦共享未来”农村儿童能力提

升和关爱保护项目等。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学雷锋

的行动有何变化，雷锋精神所具

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

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是不变

的，并且在不断传承。

与时俱进的风尚

戚宝是我市一名青年音乐

人，从 2009 年开始，戚宝查阅大

量英雄事迹的资料，完成《英雄谱》

系列歌曲的创作，并获得点赞无数，

如创作了《烈火中永生》《顶天立地

好男儿》等歌曲，为邱少云、董存瑞

等英雄致敬。戚宝还喜欢将新鲜时

尚的音乐元素融入歌曲中，比如《雷

锋，我是你的蜜》这首歌。“我是你的

蜜”，是网络流行语，用于对喜欢之

人的表白。戚宝就将这句流行语当

作歌名，大胆地向心中偶像——雷锋

表白。这首歌曲朗朗上口，拉近了英

雄与年轻人的距离。

雷锋是一代代人心中的偶像，如

戚宝这样的青年音乐人也是雷锋的

“粉丝”。作为音乐人，他以自己的特

长创作符合新时代青年人欣赏角度

的歌曲，弘扬了雷锋精神。

记 者 在 采 访 我 市 一 些“95

后”“00 后”时发现，他们很多人在上

学的时候都曾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学

雷锋活动，“学雷锋”的精神种子在心

里从小萌芽。成年后，在网上平台的

社交及生活中，当遇到力所能及的事

情时，就会尽力表达自己的善意。我

市 23 岁的青年李子轩说 ：“有时会

碰到线上志愿活动，我会尽力参加。

还有一些网络求助信息，在经过核实

后，我也会转发。这些都是力所能及

的小事。我认为，在自己的本职工作

中爱岗敬业，才更能体现出雷锋的

‘螺丝钉精神’。”

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研究员

王恭说，雷锋虽然离开我们六十年

了，但雷锋精神是永存的。雷锋精神

让每个不同年代的年轻人，不断地凝

聚着向善、向真、向美的能量。进入新

时代，我们要把雷锋精神诠释出新的

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新的担当作

为，在各行各业做新时代的一颗“螺

丝钉”。

在新时代，雷锋精神并没有过

时，而是与时俱进，用不间断的“潮

流”诠释出新的意义和价值，绽放出

璀璨的光芒。我们需要持续发扬雷

锋精神，形成更多适应新时代、爱岗

敬业、奉献社会的实践行动，弘扬好

风尚！

记者手记

有一种永续的

学雷锋！潮流叫
本报记者 麻雪

如果请你回忆一下，上学时，每年
的“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是怎么度
过的？可能有人会说，老师会组织大
家到附近的小区帮忙打扫卫生 ；还有
人可能会说，那时候学校会组织大家
去敬老院给爷爷奶奶们表演节目……
那些儿时学雷锋的记忆，如今回忆起
来很是温暖。

其实，在那个时候，雷锋精神的种
子已经悄悄种在孩子们的心田，一直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想法——遇到力
所能及的帮助他人的事，我们会不自
觉地去做 ；爱岗敬业，是我们共同的认

知和价值观 ；向上向善，是我们共同的
追求。我们是学雷锋的践行者，同时，
我们也是学雷锋的受益者。

工作中，我采访到了多名不同年
代、年龄段的采访对象，他们几乎都有
儿时学雷锋的回忆，并且在回忆和述
说过程中，都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微
笑起来。可见，那些回忆是美好的、温

馨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儿时的自
己曾多次学雷锋，这让自己很骄傲，给
别人带去帮助的同时，也温暖了自己
儿时的梦。

儿时的学雷锋事情，成为美好的
回忆 ；这种回忆也逐渐形成一种行为
自觉和人生价值观，影响一生。

一代代人在学雷锋，每一代人学
雷锋的行为有所不同。如今，不少人在
做好事时，甚至意识不到这是在做好

事、这是在学雷锋，觉得“理所当然”要
这么做。在工作中的爱岗敬业，更是大
家的共识。

这几年，流行一句话“雷锋精神永
不过时”。雷锋精神对于我们不少人来
说，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公
交车上为需要的人让座，捡到物品交
给失主或者警察，在网上做到文明互
动……做完这些事后，心里暗暗欣喜，
想着“请叫我‘雷锋’”，这样的喜悦会
一直温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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