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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校园

义务修家电一干就是 27年
农大有个“活雷锋”团队
本报记者 胡修文

在山东农业大学，有一支义务家电维修服务队让

人念念不忘。27 年时间里，这支队伍越发壮大，维修的

家电已经由当初的半导体收音机过渡到如今的高科技

电子产品，这支团队也逐渐成为师生心目中的活雷锋。

10 月 10 日上午，记者在山东
农业大学教师公寓广场见到了家
电维修服务队的现任队长陈杰，他
和团队成员正在举行义务家电维
修活动。

工作间隙陈杰告诉记者，他
大一的时候就加入了团队。“我
们这 个专 业要 求动 手能 力非 常
强，进入团队的这两年我参与维
修了几十件小家电。”陈杰说，
从 耳 机 、 收 音 机 、 复 读 机 到
MP3 ，几乎修了个遍。

比陈杰晚一年进入服务队的
宋栋已经成为技术部的骨干，一
年的时间里，宋栋入户维修家电
无数次。“退休的老教师都认识
我了。”宋栋开心地说，一些小家
电，老师们可以拿到我们的工作
室，但像电视之类的“大家伙”，会
让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犯难。“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专门成立了
一个登门服务小组。”宋栋说。

说话间，农大家属院一位叫侯
春华的退休老师来到现场，希望队

员到她家里修电视机。侯春华告诉
记者，去年她家的豆浆机坏掉，让
维修队的学生修了一次，没想到用
到今年依然没有问题。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学
院团委书记刘承磊说，虽然他不直接
负责技术指导，但从 2000 年开始，每
年的“三下乡”都是由他来联系周边
的乡村。“头顶烈日，冒着 30 多度的
高温，队员们光着膀子修家电。”刘承
磊动情地说，义务服务是团队的“家
训”，永远不会丢。

老师指导团队 27年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

学院实验室老师张军最早参与了维
修服务队的组建。张军回忆，当时
组建的目的就是锻炼学生的动手能
力，同时为群众服务。组建之初，
他就担任服务队的指导老师。“没
想到一干就是 27 年。”张军憨厚地
笑着说，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拿

给我，我们一起解决。尤其是近几
年，我几乎年年跟着队员行动，不
知道走了多少村庄。”

张军回忆说，他最感动的事情
就是这么多年从服务队走出去的毕
业生都有了非常好的工作。“这也
让我们更加重视学生在校期间的动
手实践。”张军说，虽然许多队员

都觉得他很和蔼，但前提必须是不
能因为参加服务队活动而影响学
习。“上一届有个学生动手能力非
常强，参加维修队后如鱼得水。但
是有一个学期考试成绩非常不理
想，我让他离开了服务队。”张军
说，一个学期后，这名学生拿到了
奖学金。

配件费用学校买单
在刘承磊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

一面服务队的荣誉牌匾，牌匾是服务
队 1993 年获得“省级青少年学雷锋
先进集体”时颁发的。

刘承磊告诉记者，这些年服务
队获得的荣誉从省级到校级的都
有，学院也曾经专门开过座谈会探
讨服务队长盛不衰的原因。“老师、
学生和群众需要，学生的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学院有专门的资金支持

都是重要的因素。”刘承磊说，虽然
家电的种类在变化，科技含量也越
来越高，但老师、学生和群众在实
用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了问题
就需要解决，有供有需自然就能延
续下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义务维修不
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遇到需要更换
零部件的家电，维修队还要自掏腰包
去买配件。陈杰告诉记者，购买配件

的费用都是从学校的专门资金中出
的。刘承磊介绍，学校为家电维修服
务队设立了专门的基金，这些年的实
践证明，基金能够满足维修队购买配
件的需要。

谈到服务队下一步的发展，
指导老师张军、团委书记刘承磊
以及服务队队长陈杰道出了共同
的心愿：就是要一直将服务队发
展下去。

义务服务是“家训”

队员们在维修家电。本报记者 胡修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