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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陈玉凤：“雷锋曾给我题过词”
何仲育 翟茹莘

走进温暖的三月，

我们总会想起一个人。

虽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

战士、一位平凡的共产

党员，离开我们也已经

几十年了，但是，每每想

起他，每个人的心中总

会充满无限的敬畏和感

动，他给了我们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

念和无穷的正能量。他

就是雷锋。

学习中，当我们有

懈怠思想时，总会想起

雷锋的“钉子”精神，他

会鼓舞我们一路向前 ；

生 活 中，当 我 们 为 了

小事而斤斤计较时，总

会想起雷锋同志爱党、

爱人民、爱祖国的坚定

信念 ；工作中，当我们

面对别人的求助时，我

们想起了雷锋同志无

私奉献、乐于助人的高

尚情操……雷锋精神

是春天里的一股暖流，

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雷

锋精神是一抹温暖的

阳光，照耀着我们的心

灵，雷锋精神是一汪清

泉，涤荡着我们的内心

世界。

三月春风遍地暖，到

处掀起了“学雷锋”的热

潮，从机关到学校，大街

小巷都是“雷锋”的身影。

  早 晨 上 班 时，

我刚走到单位

门 口，就 被

门 房 保 安

叫住了 ：“你好，又有

你的信件！”接着，保

安大叔像往常一样递

给我一张单子，我在登

记簿上签完字后，道声

感谢。因为写作，每隔

一段时间，都有报社、

杂志社寄来的信件。其

实，单位有专门收发报

刊的工作人员，统一会

取，完 全 没 有 必 要 给

我，但是，每次保安都

会 热 情 地 喊 住 我，认

认 真 真 交 到 我 手 里，

就像他说的那样 ：“给

别 人 我 不 放 心，怕 丢

了！”从 保 安 大 叔 身

上，我 看 到 了 忠 于 职

守、兢兢业业，干好自

己 的 本 职 工 作，这 就

是雷锋精神的体现。

回家的路上，走到

十字路口遇上了红灯。

这时，一位骑电动车的

男子急着赶路，径直朝

前冲。身旁的人都看得

目瞪口呆，为他捏了一

把汗，因为前面就是穿

梭着的车辆。这时，一个

年轻人上前一把拉住男

子的自行车 ：“小心，危

险！”紧接着，男子一个

趔趄，摔倒在地。如果不

是那位年轻人，那天肯

定会发生意外的。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也是一

种善良。向雷锋学习，就

是要爱别人、爱自己、爱

社会。

小区门口，一位女

子在车位里停好车，装

钥匙时，不小心把兜里

的零钱带了出来，撒了

一地，她浑然不知。路

过的小女孩蹦蹦跳跳跑

过去，拾起来，追上女

子，笑着说 ：“阿姨，您

的东西！”女子先是一

脸愕然，然后才回过神

来，连忙道谢 ：“谢谢小

朋友呀！”在电梯中，

一个小男孩掏出随身

携带的手帕纸，细心地

擦掉电梯里的小广告，

顿时，电梯里干净了许

多。小区里的业主都向

小男孩投来赞许的目

光。从孩子身上，我看

到了“学雷锋”活动的

真正意义，那就是让孩

子懂得拾金不昧，学会

给予，给予和付出也是

一种美德。

“ 如 果 你 是 一 滴

水，你 是 否 滋 润 了 一

寸土地？如果你是一

线 阳 光，你 是 否 照 亮

了 一 分 黑 暗？”雷 锋

是永不熄灭的时代灯

塔，他 的 精 神 照 耀 我

们 前 行，永 远 是 我 们

学习的榜样。

生活中，只要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雷锋”

处处在。杨柳依依，春意

萌动，在这美好的日子

里，让我们放声高唱雷

锋的赞歌，把雷锋精神

永远弘扬，且一代代地

传承下去！

宝鸡老兵手绘信封致敬雷锋
本 报 讯 一笔一画，一个

个生动鲜活的雷锋形象，被我

市集邮达人钟嵘描绘在信封之

上。他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纪念

雷锋，受到广大网友欢迎。

3月 1日，记者联系到了钟

嵘，看到了他创作的雷锋系列手

绘信封。钟嵘说，雷锋纪念邮票

一共发行了两次，第一套是1978

年发行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纪

念邮票，全套 3 枚；第二套是

2013 年发行的《毛泽东“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五十周年》

纪念邮票，全套 4枚。他以这两

套邮票为题材，绘制在信封上，

创作出一系列手绘封作品。

谈及为何想到用手绘封

的方式纪念雷锋，钟嵘表示，自

己从小学习绘画又爱好集邮。

1989 年参加高考，考入工程兵

工程学院，实现了从军梦，2006

年转业后他选择了自主创业。在

军营里的生活，让他对雷锋精神

有着不一样的解读，转业后，他

也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免费讲

座，给企业和个人免费提供计算

机工程服务。也许是因为这些原

因，2019 年，在朋友的建议下，

他将画作尝试绘制在信封上，他

首先想到了雷锋。钟嵘介绍说，

手绘封是在普通的白信封上手

绘与邮票内容相呼应的图案，邮

票能包容的内容有限，邮票设计

者将邮票中画不进去的内容绘

制在信封上，作为邮票的一种补

充。一枚完整的手绘封可以容纳

珍贵的邮票，精美的手绘，绘者

的题字、加印落款，如果再盖上

与邮票内容相关的邮局邮戳，就

更具有意义。

钟嵘将自己创作的手绘封

作品发到集邮群里后，来自全

国很多省市的网友都被吸引

了，一位天津的老人，就将他画

的 7 枚手绘封作品都收藏了，

还有不少抚顺和长沙的网友，

将雷锋手绘封作品贴上同款邮

票去“雷锋邮局”盖戳。

除此之外，钟嵘还创作了

抗疫系列、传统节日系列等作

品。也因为这些手绘封让他成

了集邮圈里的红人，他说 ：“我

会继续画下去，创作出更多大

家喜欢的作品。”

     本报记者 于虹

永远的灯塔
文雪梅

陈仓荟萃

2021 年初春，一个风和日丽

的下午，我们来到市区中山西路

世福大院陈玉凤教授的家，听她

给我们讲述雷锋同志给她题词的

往事。

今年 81 岁的陈玉凤，退休前

是中共宝鸡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的教授。敲开了陈玉凤的家门，落

座以后，她打开了尘封 60 年的记

忆，深情地给我们讲了起来——

“ 我 是 辽 宁 省 绥 中 县 人。

1961 年秋季，我考上了辽宁大学，

成了哲学系的一名新生。在欢迎

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上，辽大的

校领导，请来了当时已经是沈阳

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某团汽车连班长雷锋同志给我们

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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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首先给我们讲述了他

的苦难家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政府给雷锋分了房子、分了地，雷

锋也走进学校上了学。所以，雷锋

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

席。接着，雷锋又给我们讲述了他

在 1958 年，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

设，从家乡湖南长沙来到鞍山，在

弓长岭矿开挖掘机。个头不高的

雷锋，每天都像骑马蹲裆似的，半

站着开挖掘机。1960 年，雷锋毅

然报名参军要保卫祖国。但由于

个子不高，不够征兵的条件，他就

每天去找招收新兵的人员，给人

家讲自己苦难的家史。他撩起衣

服，让人家看他身上的伤疤，又伸

出左手，让人家看他手上的伤疤。

招收新兵的人员被雷锋参军的决

心和锲而不舍的恒心感动了，最

后终于同意接收他。由于雷锋有

开挖掘机的基础，所以他就当了

一名汽车兵。”

“最后，雷锋又给我们讲了

他在部队里，是如何学习毛主席

著作，如何为群众做好事，走到哪

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的几个小故

事。我记得雷锋还讲到 ：当时部

队的津贴是每人每月六元钱，他

不舍得花，就把钱存了起来。但当

他听到同班一位战友的父亲生病

后，就去银行取了些钱，以那个战

友的名义，寄给了战友的父亲。那

个战友家收到钱，写回信给那个

战友，那个战友还莫名其妙。连队

后来一查，大家才知道是雷锋做

的好事。雷锋还给我们讲了他坐

火车去沈阳开会时，从抚顺一上

车，就帮列车员扫地、拖地、擦桌

子的故事。下火车时，遇到行动不

便的大爷、大婶，他总要上前搀扶

一把。遇到携带行李多的旅客，他

总要帮人家背上一两件，一起出

站。有一次，雷锋帮一个大娘出站

后，抱着大娘的小孙女，一直把大

娘和她的小孙女送到她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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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在矿山积极工作、在部队

热情帮助战友、热心为人民服务

的小故事，又赢得我们一阵阵的

掌声。”

“欢迎新生的大会结束以后，

我们一伙年轻人簇拥着雷锋，把

他请到我们宿舍里，继续和他交

流座谈。雷锋就坐在我的床铺边

上，我还看了看他手背上的那三

道伤痕。雷锋同志和我们聊了一

阵子就要走了，同学们纷纷拿出

笔记本，请雷锋题词留念。我也赶

快把笔记本递给了雷锋。雷锋接

过我的笔记本，在本子上飞快地

写下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接着就是他

的签名。”

“那个笔记本你还保留着

吗？”我们急切地问。

陈玉凤说 ：“我在大学时，那

个笔记本就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因公牺

牲后，我们当时都还不知道。直到

1963 年 3 月 5 日，报纸上刊登了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以后，我和同学们才知道 ：雷锋早

在 1962 年 8 月 15 日就已经牺牲

了。我和雷锋是同龄人，他是 1940

年 12 月出生的，我是 1940 年 3

月出生的。想想雷锋不满 22 岁就

牺牲了，我和同学们心里都很难

过。22 岁的雷锋不在了，22 岁

的我还在。所以，当时我就想 ：一

定要向雷锋那样学习、生活，继承

雷锋的遗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记得

当时我们辽宁大学的师生，积极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学习雷锋活动。”

当时的陈玉凤他们除了认真

学习报纸上发表的《雷锋日记》和

雷锋的先进事迹外，还成立了“学

习雷锋小组”，为辽大的老教授们

做好事，星期天为男同学们拆洗被

褥。去工厂实习时，他们虚心向工

人师傅学习。下农场劳动时，挑着

担子，奔忙在田间地头。在学习雷

锋的热潮中，陈玉凤还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1966 年 5 月 19

日，陈玉凤终于被吸收为中共预备

党员。她兴奋地回忆道 ：“当时我

们班 48 个同学里，那一批发展的

三名新党员中，就我一个女生。”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雷锋题词

的鼓舞下，陈玉凤不论是在小学、

中学或在党校里任教，也不论是在

职或者退休以后，她都兢兢业业地

工作，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每当遇到困难时，陈玉凤

就想起了雷锋，想起了雷锋为她题

的词，畏难情绪立刻一扫而光，她

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由

于在教学中成绩卓著，她曾被评为

党校和宝鸡市优秀共产党员、宝鸡

市先进工作者和陕西省党校系统

先进工作者等。退

休后的陈玉

凤，先后应

邀 在 五 六

个 社 区 宣

讲党的十八

大、十 九 大

精神。她还为

社区老年人

讲养生保健

知识，为社区

“四点半课堂”

的孩子们讲授

《三字经》《弟子

规》。陈玉凤担

任西关社区老

年学会常务副

会长后，撰写的

调研报告和论

文获得了中

国老年学学

会 表 彰 奖

励 的 就 有

20 多篇。因

而，陈玉凤

曾被评为

2012 年 陕

西 省 优 秀

志愿者。

钟嵘在创作

多年来，在雷锋精神激
励下的陈玉凤获得诸多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