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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防止“雷锋三月来四月走”

中宣部：学雷锋与创城挂钩
本报讯 中宣部27日在京举

行学习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中宣部
副部长申维辰分别介绍了深入开
展学雷锋活动情况和推动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的工作举措，并回答了
记者提问。

雒树刚介绍，深化学雷锋活动，

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以青
少年为重点，以社会志愿服务为载
体。通过开展深入扎实的学雷锋活
动，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鲜明
的道德标尺，培育文明新风。

申维辰提出，要使“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将有9个方面的学
雷锋项目持续进行。

每年3月5日，在全社会集中
组织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每年
3月举办中国公民道德论坛，每
两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

推动各级各类学校把弘扬雷锋
精神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学雷锋主

题活动和主题演讲、报告座谈、读书
征文、诗歌朗诵、展览展示、文艺演
出、网上互动等活动，推动雷锋精神
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开展扶老助残、帮困解难、
应急救助、便民利民等社会志愿
服务，开展文明礼仪、维护秩序、
保护环境的社会志愿服务。

举办学雷锋网上系列活动，在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以及商业网站开设
学雷锋活动专栏和微博。

为防止“雷锋三月来四月
走”的现象，申维辰表示，学雷锋
活动还将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测评挂钩。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报道

重点

客车扬州起火，济宁汉子张甲生首先想的是“让别人先下车”

疏散完乘客,他最后一个下车
本报记者 尉伟 姬生辉 《扬州晚报》记者 韩秋

本报记者 范少伟

27日下午，泗水县圣水裕乡毛沃
村，村里一个只有三间土坯房的农家
小院是张甲生的家。

记者到他家时，张甲生的三哥张
甲木正在厨房里烧水。“只知道他是最
后一个出来的，嗓子哑了，没多说什
么。”谈及弟弟遇到的大巴火灾，张甲
木不断地念叨，只要没出大事就好。

24日上午9点半，张甲木把弟弟送
到日东高速路口，并嘱咐他，到站后给
家里打个电话。但直到晚上7点，家里
还没有接到张甲生的电话。张甲木主
动打过去，才知道弟弟坐的车出事了。

据悉，2006年老母去世后，张甲生
便和两个哥哥住在一起，兄弟仨都没
娶妻，如今俩哥哥都年过五旬，身体不
好，一家生活全指望张甲生外出打工。

毛沃村摩托车维修店的老板周爱
龙和张甲生很熟悉。“他每次回来，都

会在这里帮我照看店里的生意。”周爱
龙说，“大家都知道他实诚。”

“他人可实诚了，村里有事都愿意
找他帮忙，他一点都不惜力气。”今年
46岁的蔡令福说，他们村属于山区，很
多路都有坡度，他经常看到张甲生帮
别人推地排车。

张甲生家住泗水山区，村里人说：

“大家都知道他实诚”

张甲生在家与两个老哥哥相依
为命。 范少伟 摄

27日，扬州市公安局、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市交巡警支队
有关负责人赶赴江阴，来到英
勇救人的张甲生打工的船厂，
对其进行了慰问，并送去5000元
奖励。

“他的事迹还是今天上午
扬州民警跟我联系后才知道
的。”张甲生所在的中船澄西船
舶修造有限公司华尔新分公司
总经理范选国说，张甲生在大
客车起火之后，既能保护自己，
又救了那么多乘客，是个典型
的“活雷锋”，他们将在全厂号
召向张甲生学习，同时要给予
奖励，发荣誉证书。

《扬州晚报》记者 韩秋

格相关链接

扬州奖励

张甲生5000元

“一开始我还以为后面有人
吵架。”客车司机朱进宝回忆说，
从后视镜望去，他才发现车尾部
的股股浓烟。

朱进宝说，他立即停车组织
灭火，但火势已无法控制。

狭窄的车厢过道仅容一人通
行。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张甲生
想到了船厂组织的消防安全培

训，“得尽快让身后的人下去”。
“你们赶紧走！”面对后面的

七八位乘客，张甲生喊道。在他的
指挥下，后排的妇女、小孩等乘客
相继穿过他身旁的过道。确定后
排没人后，他又帮着疏导起车上
的其他乘客。

当张甲生准备下车时，车上
已是黑烟弥漫。

“车厢内全是黑烟，我只能捂着
嘴趴在车厢里。”张甲生向记者回
忆，当时他也有点慌，想叫人，嗓子
却被烟呛得喊不出来；想找门，只能
摸黑去摸索。结果，在车厢内爬行
时，他的裤子也被刮破了。不过，好
在他及时找到了车门，一蹬腿冲出
了客车。

“我刚出来就蹲下吐了。”张
甲生后来发现，吐的全是黑沫儿。

“我看到他的脸被熏得很黑，
头发也被烧掉了一部分。”朱进宝

回忆说，当时张甲生声音嘶哑，几
乎说不出话来。

扬州高速交巡警三大队民警
介绍，这辆大客车隶属济宁交运
集团，运载乘客41人，加上司机及
随车人员共44人，没有超载。事故
中没有出现伤亡。

当地记者赶到现场采访时，
车上的乘客纷纷指着张甲生说：

“这位乘客要好好表扬一下，他为
了疏散乘客，自己最后一个下来，
差点把命丢了。”

“得尽快让身后的人下去”

摸黑爬出车，吐的都是黑沫

“当时没多想，就是想怎么才能
把他们尽快推下车去。”27日下午，
当记者拨通张甲生的电话时，他那
被烟火而呛的嗓子依旧有些沙哑。

张甲生在江阴一船厂打工。本
月24日忙完家里的农活后，他从金乡

坐上一辆返厂的长途客车。
当日下午4时许，客车行至沪

陕高速宁通公路江都浦头段时，
车尾处冒出股股浓烟。

“快停车，后面着火了。”车上
的乘客纷纷惊呼起来。

客车行驶中突起大火

张甲生救人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扬州晚报》供图

24日下午，一辆从济宁金乡发往江苏的长途大客行至扬州
境内时突然起火，一车人惊慌失措。危急时刻，来自济宁泗水的
张甲生最先想到的是“得先让别人下车”。在把身后七八位乘客
疏散下车后，张甲生顶着浓烟摸黑爬出车厢，最后一个逃生。

24日，张甲生爬出客车后，客车很快便被大火吞噬。 《扬州晚报》供图

您的身边是否有如雷
锋般以助人为最大乐趣的
好人？是否有忠于职守，在
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同
事？本报开辟专栏向全省读
者征集线索，欢迎您踊跃推
荐您身边的新时代“雷锋”。

全省读者可通过本报
读者热线96706，或关注齐
鲁晚报官方微博 ( h t tp：//
weibo.com/qlwb)，推荐您身边
的“雷锋”，或参与本报“学雷
锋做山东好人”话题讨论。

请您推荐

身边的“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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