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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不能三月来四月走，委员建议：

设雷锋节雷锋月和雷锋奖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3月5日

是学习雷锋日。全国政协委员、云
南省红河州政协副主席陈军提出
提案：将每年 3月 5日定为“雷锋
节”。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
主席石彪，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
政协党组副书记石玉珍，联合提
出设立“雷锋月”和“雷锋奖”。

陈军首先声明，提这个提案
绝不是跟风，而是在发生了“小悦
悦事件”等公共事件之后，他反复
思量得出的想法。“‘小悦悦事件’
使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
那种对生命充满热忱的‘雷锋精
神’。”陈军说。

陈军表示，以人名创设节日

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贯做法。
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就是为
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每到
端午节时，我们总会教育孩子，这
一天是为了纪念屈原，追怀他那
种爱国、独立的精神。”陈军说，通
过设立雷锋节，可以把雷锋精神
内化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内在
基因，从而更好地流传下去。

陈军说，“‘雷锋精神’历经近
50年的学习积累，已具备创设节
日的丰富精神内涵和社会基础，
就当前而言，创设雷锋节可以让
全社会更广泛地去认同这种精
神。”至于节日形式的问题，陈军
认为过雷锋节的形式可以是多元

的，“老百姓发自内心愿意去做
的，就是能够被接受的。”

石彪则认为，每年3月5日，全
国各地处处学雷锋，处处见好人，但
是，“短暂过后就归于沉寂。”

“当雷锋离开我们50年后，用
什么样的方式留住雷锋，让他所
代表的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情
怀温暖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这引
起石彪和石玉珍二位委员的思
考，“仅仅在一天时间内学雷锋，
是否太短？”他们想到的是，让学
雷锋不再仅是固定时间节点的活
动，最好把时间拉长。

“我们就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将学雷锋日扩展到学雷锋

月。”两位委员建议，“通过长达一个
月的集中宣传教育，把雷锋精神融
入群众本职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让
雷锋精神深入持久地弘扬下去。”

同时，石彪委员建议，参照茅
盾文学奖等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行
业最高奖项，设立“雷锋奖”。

“每年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将奖项颁给乐于助人、默默奉献的
公民标杆。”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将
雷锋奖固化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
的最高荣誉奖项，让雷锋精神融入
群众本职工作和日常生活中。

“希望政府尽早出台相关法
规，细化保障办法，为全社会学雷
锋保驾护航。”石彪最后说。

全社会都学雷锋

公众人物应带头
学雷锋，全社会都应该学，其

中公众人物应带头学。4日，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当今社会缺少一个像雷锋一
样的标兵，学习雷锋首先是公众人
物和党员干部的事，只要公众人物
学好了，普通百姓肯定也能学好。

程恩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有些过分强调了个人价值，

“简单说就是强调个人利益，甚至
在经济学界等领域有人公开发表
文章主张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为
缺少体制、机制上的制约，导致小
悦悦等事件的出现。所以现在学习
雷锋非常重要。”

程恩富说，学雷锋不仅是老百
姓的事，首先是公众人物的事，公
众人物不仅要学雷锋，还要学习焦
裕禄等，工作和生活都保持纯净

性。“一个国家如果公众人物做好
了，普通百姓肯定能做好。如果百
姓没做好，我敢断定肯定是公众人
物没有做好。”

“现在学习雷锋，是要学习他
的精神。”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广州
市委主任委员张嘉极说，公众人物
在学习雷锋上应起带头作用。

对于学习雷锋精神，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电影学会会长王兴东认
为，公众人物首先应带头学习雷锋
精神。“金钱挂帅，产生了很多问
题，像馒头里加颜色，瘦肉里加
精。”王兴东认为，像企业家等公众
人物更应该学习雷锋精神。

“公众人物应该首先学雷锋，
使社会从上到下真正做到助人为
乐。”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
洪说，“以身作则不是最重要的榜
样，而是唯一的榜样。”

为啥有年轻人

不理解学雷锋

全国政协委员陈维亚认
为，有的年轻人不理解学雷
锋，是因为没有经历过雷锋的
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
发达、经济发达的时代，在享
受充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应该
学学怎么做人。”

全国人大常委、青岛港集
团桥吊队队长许振超认为：

“质疑的人其实不了解雷锋。
我看过网上的一些言论，说雷
锋被包装了，你怎么知道他被
包装了？其实想想，雷锋做的
好事都非常真实。下了大雨撑
伞送母女俩回去，别人丢了钱
包他给人买张车票，这种事我
们都做过，这有什么包装？”许
振超说，也有人认为雷锋日记
字迹太过工整，不大像真正的
日记，有作秀嫌疑，“这样太吹
毛求疵了，我也写日记，以前
的日记就是这样的。”

全国政协委员黄宏表示，
“雷锋本身就是个年轻人，他
的思想变化也是年轻人的思
想变化。像在汶川地震中‘80

后’、‘90后’志愿者，他们就是
在学习雷锋。像《学习雷锋好
榜样》这样的歌，我想只要是
学习雷锋精神，年轻人完全可
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演唱，像
摇滚，也不是不可以。”

明星委员的

“雷锋观”

全国政协委员黄宏：我们
做不了太阳，但是可以做太阳
能，吸收别人的光热，温暖更
多的人。

全国政协委员、演员濮存
昕：学雷锋就是替他人着想，
然后要节约，要快乐生活，爱
自己、爱他人，其实就是一种
生活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
家关牧村：学雷锋最宝贵的在
于常年坚持这种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画家韩美
林：学雷锋就是善待一切，与
人为善。

“学习雷锋好榜样……”每年的3月5日，向雷锋学习都会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不容忽视的是，不少地方、不少人，学习雷

锋往往流于形式，热闹一阵后立即归于沉寂。

雷锋是一个普通人，他做的都是普通的事，学习雷锋具有可复制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习雷锋在某种程度上塑塑造

并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心理。

但在当下，“小悦悦事件”等公共事件一再冲击国人的道德防线，少数公众人物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大张旗鼓地学习习雷锋

具有了更大的必要性和针对性。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学习雷锋也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4日，“学雷锋”成为政协委员
们热议的话题。委员们认为，学雷
锋是好的，更重要的是持久的坚
持。“雷锋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并
非僵化的概念，不见得非得扶大
娘、抱小孩。”

委员们认为，学雷锋是不分
行业的。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
长陈竺表示，“我们这代人的道德
观就是在学习雷锋的过程中树立
起来的。雷锋精神是我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杰出的代

表，在医疗系统，我们也会倡导学
习雷锋精神。”

“当然，我们也会倡导学习白
求恩精神。”陈竺说，“我想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把自己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身体
健康服务，是我们这个行当必须
始终坚持的。这种精神的弘扬也
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部分委员还认为，学雷锋贵
在坚持。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
林认为，学雷锋要用心去学，一步

一个脚印，要持久地学习，不要哪
一天道德滑坡了就不学了。来自
广东的政协委员张嘉极也认为，
学雷锋不是非得“缝缝补补又三
年，那样服装店都倒闭了。”

对于如何学雷锋，全国政协委
员巩汉林表示，“别把学雷锋只当
做好人好事，雷锋精神说到底是人
格。如果大家都有高尚的人格，就
不会出现小孩子被车碾没人管、老
人摔倒了没人扶的情况。”他说，雷
锋本身是个具象，不是一个僵化的

概念，但其精神是具有普世价值
的，我们学雷锋不见得非得扶老大
娘、抱小孩，主要是呼吁全社会把
善良的一面弘扬起来。

导演陈维亚表示，一个国家
真正的强盛，除了口袋有钱，心
灵、思想更要强盛。“社会需要一
个偶像，大家在崇拜和学习偶像
过程中会提高。雷锋作为一个经
得起考验的、优秀的普通人，值得
我们学习。但是学雷锋不是学他
具体的事，而是一种社会诉求。”

“学雷锋不必非得扶大娘”
委员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持久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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