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
志题词  周年。  年来，雷锋精神历久弥
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穿行浦江两岸，一支支队伍、一组组数字，
学雷锋志愿服务在上海蓬勃开展，参与国家战
略、服务百姓民生、融入社会治理。截至    
年底，上海志愿者网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达
   余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
  %，  .1%的志愿者对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表示满意，  .3%的市民对志愿者服务满意。
其中，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崇敬志愿服务总
队，坚持汇聚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工作，开
展了一系列贴近群众需求的志愿服务，展现着
浓浓军民鱼水情。

”

“

中华第一街，雷锋故事多。7月20日，南京路

步行街军民学雷锋为民服务活动准时开启。

在上海第一医药商店门前，年过七旬的全国

劳模、全国最美学雷锋志愿者陶依嘉忙着把血压

计、常用药品、拷边机等服务用品从小仓库里搬出

来，分别装上“为民服务车”。7点不到，4个学雷

锋为民服务摊位准时“开张”，陶依嘉和伙伴们守

在摊位前热情地迎候着来往市民。

作为南京路步行街学雷锋的创始人，这样的

守候陶依嘉已历经41载。1982年3月，在全国第

一个文明礼貌月中，陶依嘉带领单位几位民兵在

南京路上推出第一辆“为民服务车”，吸引了很多

人排队等候。有个老伯问她：“你们下个月还来

不来？”陶依嘉随口回答说：“以后我们每个月都

来。”没想到的是，这么一句简单的承诺，陶依嘉坚

守至今。

41年来，南京路步行街学雷锋活动已有近百

万人次参与服务，服务对象420余万人次，为群众

做好事20万余件。这一群众性学雷锋活动，不仅

多次在全国的精神文明和学雷锋活动中受到表

彰，还造就了殷仁俊、黄吉人等一批先进典型和全

国道德模范；培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武警十中

队、南京东路街道民兵为民服务队等一大批先进

集体及上百家文明单位学雷锋行动、数十个学雷

锋爱心团队。

“我们虹口地区理发行业的50多名志愿者热

情高涨，早上五六点钟就从各自家里出发，六点多

到这里时已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了”，今年3月5

日，在南京东路福建路口的服务摊位前，全国劳

模、全国学雷锋最美志愿者殷仁俊表示，不管刮风

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都挡不住我们以雷锋为榜

样，做人做事的永恒决心。

一条街，续写着“雷锋”就在你身边

1961年中秋节，部队给每个战士发了

4块月饼。雷锋手里拿着香喷喷的月饼，

抬头望着明月，仿佛听到妈妈的声音：可怜

的孩子，你靠老天爷保佑，长大成人了。“可

怜的妈妈，你要活到现在，看到伢子长壮实

了，穿着军装多威风啊!”雷锋想着想着，眼

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他默默地把月饼包起来放在挎包里。

这个情景被一个战友看到了，战友问他：

“你怎么不吃？”雷锋说：“今天心里不太好

受。西部医院还躺着不少伤病员，过节了，

他们需要温暖，我想把月饼送给他们。”

第二天上午，雷锋出车拉粮，顺便来到

医院，把月饼和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送

到伤病员手里，关切地说：“这是我的一点

心意，希望你们早日治好病，回到国家的建

设岗位上。”

这一句“我的心意”，是雷锋常说的话，

也的的确确是他的心里话。他眼前的战

友、工人、农民、学生，都是他的亲人。他吃

一口糖，就会想到他们甜不甜；他喝一口

水，就会想到他们渴不渴。虽然是几块月

饼，但这就是他的心意啊！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献出一点点心

意，我们的社会将更加温暖。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 1958年 6月

7日。

这一天，雷锋在信纸上写下一首散文

诗，夹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农

场服务社售货员王佩玲最先看到了这首诗。

她读完雷锋的诗，非常激动，问雷锋是

怎么写出这么催人奋进的诗篇。雷锋没有

正面回答，而是朗诵了保尔 ·柯察金的一段

名言——

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

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

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

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朗诵完这段誓言，雷锋眼里饱含泪水；

接着，他又读起自己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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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

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日

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

日夜宣扬那最美的理想？

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人类的生

活付出了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

丽？

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

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

付者。”

雷锋去世后，这首诗在社会上影响巨

大。有人为其加上标题“你带来了什么”，谱

写成歌曲在校园里传唱。有人说，这首诗是

生命的“人生七问”。

雷锋感动了无数人，其中有工人、艺术

家、科学家等等。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

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

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对

我最高的奖赏。”

（作者系雷锋杂志社总编辑）

陶 克

永远的偶像，永恒的精神

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周年

新征程新作为，上海接续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在上海街头巷尾、楼宇公园，时时可见

微笑的雷锋头像和“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的

指示牌。的确，在这座有着深厚红色基因和

文化底蕴的大都市，雷锋精神已成为人们的

追求。分布于全市各处的雷锋驿站、雷锋纪

念馆、雷锋收藏沙龙、雷锋塑像、雷锋广

场、雷锋树、大中小学校里的雷锋馆等，见

证着上海群众性学雷锋活动的生生不息。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的生动体现。上海志愿服务事业在改革开

放中孕育而生，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快速发

展，更在扎根基层社区、融入社会治理中展

现作为、惠民利民。近年来，上海以实事项

目为抓手，在全市共建立16个区级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221个乡镇(街道)级社区志愿

服务中心和6000多个村(居)级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

播种文明，收获希望。每年秋天举办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有近万名“小叶

子”在现场提供接待内外宾、信息咨询、交

通引导等志愿服务任务。从世博会“小白

菜”到如今的“小叶子”,青年志愿者们再

次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7月30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6周年之际，由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拥

军优属基金会和雷锋杂志社等联合主办的

“雷锋精神在上海”朗诵会在“崇敬”号游

轮上举行——英名因传承而不朽，丰碑在奋

斗中永驻。

踏上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上海正以实

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耄耋之年的老人沈翠英，捐掉一套房

子，为四川灾区建造一所能抵御8级地震的

学校；海军退役军人张志勇，一次平常不过

的旅游让他自发走上了将捐款捐物捐医疗作

为公益事业的人生；普陀中心医院张兴儒，

组织“慈善光明行”活动，行走在最边远贫

困地区为患者送去光明……在“雷锋故事

会”中，一个个身边的雷锋故事传递着人间

最真的美，温暖着无数人的心。

全国最美志愿者，傅向东在党的诞生地

领誓初心，兰云科用担当诠释兵心，王萌萌

为了孩子沪滇穿梭十余年……《雷锋》杂志

的一个个封面人物，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真善

美，续写着新时代的沪上雷锋故事。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雷锋精神

与成才规律》《雷锋辅导我一生》……定期

举办的“雷锋讲堂”用翔实的史料，真实

的故事，生动的阐述，拨动着现场观众的

心弦。

雷锋精神润上海，新征程上再出发。上

海群众性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创建文明大都

市的征程上必将花开更艳丽，城市更美好。

坐落在上海市延安西路的中国福利会少年

宫，因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有着“中华第一

宫”的美誉。60年前的3月1日，来上海宣讲雷锋

精神的雷锋当年班长与400多名少先队员一起，

在少年宫栽下纪念雷锋的一棵松树和一棵柳树。

据记载，上海当年在全国率先燃起学雷锋之

火，而“播火者”叫刘景凤。他是雷锋生前汽车连

八班班长，是雷锋入伍时的教员。1962年下半

年，得知雷锋牺牲后，他饱含深情写了一篇回忆文

章，刊登在当时的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后

来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南京军区抽调他到上海等

地作报告，宣讲雷锋事迹。

1963年2月下旬，刘景凤一到上海，连续两天

在各大驻沪部队作报告，还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

官兵座谈。3月1日下午，他又和上海400多名少

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一起参加在中福会少年宫

举行的《伟大的战士，我们的榜样》主题集会，共同

栽下“雷锋树”。

“当年作报告播撒学雷锋火种，今日来寻迹圆怀

念雷锋之梦。”2021年3月，刘景凤专程从沈阳来到上

海。年过八旬的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清晰，重走当年

在上海宣讲雷锋的路，再看看亲手种的“雷锋树”。

“大上海变了，变了，和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

一样了。”刘老感叹不已：除了少年宫的大楼之外，

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变了——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

树，门前的延安路高架车水马龙，四周都是直入云

霄的摩天大厦。

老班长也深感欣慰，柳树枝繁叶茂，矗立的雷

锋像巍然屹立，象征坚毅品质的松树茁壮成长，激

励着更多小伙伴们参与到学雷锋行动中。

一棵树，见证上海学雷锋生生不息

今年3月5日是第60个“学雷锋纪念日”，一

场崇敬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开展，20余支拥

军优属志愿服务专业队、20多家军地单位和2000

多名志愿者，向青年学生、市民群众等提供互助结

对、红色演讲、医疗咨询等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

这场崇敬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是由上海市拥军

优属基金会及其所属崇敬志愿服务总队，并携手各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区会联合举办。上海市拥军

优属崇敬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于2020年，已建立了16

个区队和3个直属队，成立了美丽园公益崇敬志愿

服务联盟和心理健康公益崇敬志愿服务联盟。目

前，全总队共37支队伍，志愿者总数达2000余人，

成为上海志愿服务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当天的活动丰富多彩，“致敬英雄，关爱老兵”

作为活动主线贯穿始终。“这条军用毛毯是志愿军

战士的御寒物，但他们却让给了村里的‘阿妈尼’。”

在奉贤区的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洪庙派

出所民警徐少卿担任公益讲解员，向上海电子信

息技术学院学生讲述抗美援朝中上海籍志愿军

战士帮助朝鲜群众的故事。他说，“作为一名

党员、退役军人，希望通过公益活动在孩

子们心里种下‘雷锋精神’的种子。”

上海警备区老干部医疗志愿服

务队和浦东军休“红仁”医疗志愿服务队，则一如

既往受到群众的欢迎，专家们就现场群众的健康

咨询进行了耐心解答，详细解答常见病、多发病的

预防诊治方法及疑难问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

看上“专家号”。

据统计，2022年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崇敬志

愿服务总队开展集中活动与专项活动共7场次，参加

志愿服务达2670人次，服务受益对象50382人。

“我们精心挑选组织了一系列贴近部队官兵、

优抚对象和人民群众需求的志愿服务，受到了大

家的好评。”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崇敬志愿服务

总队总队长张长东表示，将继承弘扬雷锋精神，努

力将社会化拥军优属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一支社会力量，
学雷锋崇敬公益志愿服务

60年前，刘景凤与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一起种下“雷锋树”。 2021年，刘景凤再看“雷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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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观看雷锋展。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雷锋同志像。 （资料照片）

在上海街头巷尾、楼宇公园，时
时可见微笑的雷锋头像和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