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记当年学雷锋
□乔兆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读小学，记
得每年三月，社会上都会掀起学雷锋
热潮。大路两边悬挂着学雷锋宣传标
语，一群年轻的叔叔阿姨满脸微笑，开
展各种便民服务，有免费理发的、免费
维修家电的、免费缝补衣裤的、免费健
康体检的……热情招呼着过往行人，
学雷锋活动净化了社会风气，也奠定
了我们人生的基石。

那个年代，雷锋精神在每个孩子
的心里扎下了根，评选“三好生”，道德
品质是硬杠杠，若没有十件八件以上
的好事，根本就评不上。表现好的可
以佩戴小红花上学校的光荣榜。学校
的广播每天都播报着好人好事，能在
广播上听到自己的名字，是一件无比
骄傲的事儿。

一些学雷锋的趣事，至今仍记忆
犹新。我们村里有一对母子，儿子有
智力残疾，他的母亲年龄大了，手脚
很不方便。我们小孩子自然把做好
事的目标对准了她，帮她提水、扫院
子。女生则为老奶奶梳头、洗脚。可
有时我们兴冲冲地去了，才发现水缸
满了、院子也打扫干净了。老奶奶干
干净净地坐在那儿乐呵呵地说，做好
事的娃儿刚走呢。这不免让我们有
些失落，于是，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每
天天不亮就在老奶奶门前等，等一个
多小时，老奶奶一开门，我们就冲进
去。扫地的扫地，提水的提水，整理
屋子的整理屋子，忙得热火朝天。

拾金不昧简单易行，但能“拾金”
的机会并不多。我的好朋友强子，为
了做好事，就想出了一个“歪点子”，他
偷拿了家里的一个鸡蛋，卖了 6 分钱

交给老师谎称是捡的。老师怀疑，你
怎么能同时捡到一个一分和五分的
钱，难不成这两个硬币商量好了躺一
块儿等你来捡？面对追问，强子不得
已说了实话，结果没得到表扬，反而还
挨了一顿批。

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为了学雷
锋，趁着周末校园空寂无人，翻墙进入
校园，叮叮当当一下午把班里的桌凳
修了个遍，有修好的，也有修得反倒不
如以前的。天快黑的时候，“雷锋”觉
得累了饿了，再翻院墙出去，一不小心
崴了脚，挣扎着挪回家，也不好意思说
自己跑到学校学雷锋了，被家长痛骂
一顿不说，还耽误了好几天的课。

像帮老奶奶、“捡钱”、修理课桌凳
这些事，都是特意做的，但更多的好事
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人心向善、
扶困助弱的自然表现。记得1984年，
我们村有个孩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师
范，当时要交 800 多元的学费。他家
面对这笔“巨款”一筹莫展。当时村民
们家境都和他家差不多，但大伙儿知
道后，纷纷解囊相助，你 2 元，他 3 元
……200多人凑够了孩子上学的学费。

回头想想，那个年代，那份率真、
纯真，是有些幼稚，但又是多么可贵，
让人怀念。无论是大人、孩子，人们的
心地都是纯洁无比，他们把这种互帮
互助看得很平常、很自然，在这种氛围
里每个人都感到很温暖。

1963年3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
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如今，已六
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我依然怀念那些经历，它
给我留下了最真挚、最美好的记忆。

似水流年，人生如歌，许多事情总是在生活中边走
边遗忘；唯有参加志愿服务那些经历，在岁月纷纷中沉
淀下永恒的记忆。那深沉的志愿情怀，如花一般芬芳
在我成长的路上……

我就职于税务部门，记得第一次接触志愿者活
动的时候，是 2014 年 3 月的学雷锋活动日。那天，我
们单位组织青年干部走出机关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氤氲着温暖的春光，青年税务干部以“打造优美环
境、建设文明县城”为目标，带着各种工具来到了街
上。他们认真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处理墙面小广
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时不时传来阵阵欢笑。而
我，作为负责单位对外宣传工作的办公室人员，拿着
相机跟着大家，不停地记录着一个个精彩的画面。
后来，我从中挑选了一幅照片，以《美容》为题，参加
了税务部门举办的“税收、发展、民生”摄影大赛，没
想到，居然获得了二等奖。虽然这次活动，自己并没
有亲身践行，但却令我收获了别样精彩，让我首次感
受到了志愿活动的热烈气氛，也对志愿精神有了初
次接触和初步认识。

时间转眼就到了2015年的秋天。一个周末，我接
到了县志愿服务协会负责人的电话，说他们要去一个
村开展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活动，问我是否愿意参加？
我当即高兴应允，随大家一起走进了一个个孤寡老人
的家里，为他们赠送慰问品，并打扫庭院、收拾房屋、摆
放物品，给他们洗头洗脚。有些老人身体残疾或者智
障，家里脏乱差，异味很大，但我们的志愿者却不怕脏
不嫌累，主动出手、相互帮忙，把那些老人的家里收拾
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我们离开时，有位老人紧紧
地拉着我们志愿者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眼里充满了感
动的泪水。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奉献、我快
乐”的志愿者情怀。

有些事，一旦开始就是一辈子。于我而言，志愿服
务便是如此。渐渐地，我爱上了“志愿者”这一欢乐的
群体和那崇高的称谓，热心于志愿服务的激情一发不
可收拾。我从一名热衷于志愿活动的参与者，华丽转
身为一名践行志愿精神的带动者和组织者，实现了人
生进步和思想升华；同时，我积极运用手中的笔和相
机，大力宣传身边志愿服务动态和突出事迹，记录志愿
者的时代风采和精神面貌。

前些年的一个春节，我参加了“慈善进乡村、关爱送
万家”志愿活动。在下乡的路途中，突遭风雪，满载救灾
物资的小货车在一处陡坡路面上打滑不前，任凭我们志
愿者怎么推动都无济于事。就在这时，几个路过的行人
热情地走了过来，帮助我们把货车推过了陡坡。其中一
位行人指着我们身上穿有“志愿者”字样的衣服说：“一
看你们这行头，我就知道你们是志愿者，是去做好事
的。”他的一番话，顿时让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一棵大树，很普通，但可以支撑一片绿荫；一滴朝
露，很平凡，但可以映射太阳的光辉。回想过往，心中有
太多的体会和感慨，那一幕幕参加志愿活动的场景，早
已在我的脑海中烙印成痕，且清晰如昨，仿佛一朵久开
不败的花朵，芬芳了整个春天，也芳香了我的心田，激励
着我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奉献并快乐着！

我是志愿者
□王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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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落户“雷锋村”
□马俊

30年前，父母觉得在家乡土里刨食没什
么前途，决定带着我和哥哥去异乡闯一闯。

我们到的那个小村庄毗邻一条国道，十
字路口处比较繁华，父亲便在那里摆了一个
卖香烟的小摊。香烟摊很简单，用自行车推
了去，一摆一整天。我们原本打算在村里租
房子，可因为钱都投到香烟摊上了，资金有
点紧张。父亲看中了村里一处闲置的房屋，
因为比较旧，估计房租很便宜。经过打听，
得知房主是一位姓李的村民，后来我们叫他
李叔。李叔盖了新房子，旧房子就闲了。他
得知我们看中了他的房子，笑呵呵地说：“你
们要住我这房子，随便住，不要钱！反正也
没人住，你们住正好帮我打扫打扫，是好
事。不都说房子有人住才好吗？这房子有
了人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父亲听了这话，感激万分，激动地说：“我
们真是太有福气了，刚到这里落脚，就遇上活
雷锋了！”李叔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趟算
是来对了，我们这里的村风特别好，村民们
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周围村庄都叫我们

‘雷锋村’！”

我在村里玩的时候，果然发现墙上有很
多雷锋像和雷锋标语。那个年代，大家都学
雷锋，村里的宣传很到位。我和哥哥站在陌
生村庄的宣传墙下，认真看墙上的雷锋故
事。雷锋背老人过马路、雷锋雨夜送大嫂
回家、雷锋帮人买火车票……我第一次看
到那么多关于雷锋的宣传画，开心地对哥
哥说：“哥，咱们以后就是‘雷锋村’的人
了！”哥哥满脸豪情，激动地说：“我喜欢这
个村，我也要成为像雷锋一样的人！”

后来我和哥哥插班到村里的小学读书。
村里的孩子特别淳朴，从来没有人欺负过我
们。大家还耐心教我们当地方言，没几天，我
和哥哥就把当地方言说得特别顺溜了。母亲
说：“瞧这俩孩子，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因为我们没有耕种的土地，完全以摆摊
为生，周围的邻居们种了菜，便给我们送来，
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左邻右舍送来的新鲜
蔬菜。母亲很感动，不停地说谢谢。邻居的
婶子、大娘说：“就是点菜嘛，自家地里长的，
还值得谢来谢去？你们背井离乡的不容易，
远亲不如近邻，以后有啥事就招呼一声。”母

亲和婶子、大娘热热闹闹地说着话，我在一
旁听着，大声说：“婶子、大娘，你们都是雷
锋！”她们听了我的话，笑得前仰后合，说我
是个机灵鬼。后来有一年，生意特别不好
做，我们又没有耕地，麦收后邻居便把新打
下来的麦子给我家送来，说在这个村里饿不
着人。

父亲原本打算过几年就回家乡，可是我
们在“雷锋村”过得实在是太愉快了，于是父
亲毅然决定：落户雷锋村！经过几番努力，
我们一家终于在村里落户，后来还有了自己
的宅基地，建起了新房子。多年生活在这
里，我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村子了。

如今，父亲的小烟摊已经发展成一个比
较大型的超市，生意不错。原本有个机会，可
以去市里开一家更大的超市，可父亲放弃
了。他觉得我们一家受惠于“雷锋村”，要回
报这份恩情。父亲的超市，向来都是靠诚信
赢得信赖。我们开超市，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村里谁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父亲和母亲都
会全力以赴，从不计较报酬。我感慨道：“爸，
妈，不知不觉间，你们也成活雷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