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小丽的职业
是一名护士，从事着
救死扶伤的工作。在
她的心中，雷锋的形
象是乐于助人，是一
种美好的生活态度。

柳小丽说：“我
们小时候就在雷锋
精神教育的环境中
长大，耳闻目睹的也
多。那个时候，班里
都有个小本子，谁做
了好事就记到上面。
在柳小丽的童年记
忆当中，学雷锋就是
做好事。

随着年龄的增
长，已经是一个六岁
孩子母亲的柳小丽
告诉记者，现在再看
雷锋精神，觉得他是
一种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不只是做几件
好事，更重要的是做
个好人。“其实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个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都希望身边的
人都是好人，自己也
想去做一个正直的、

乐于助人的好人。”
柳小丽说，雷锋不只
是一个人，更是一种
生活的态度和美好
的社会环境。

每当看到身体
康复出院后再回医
院做检查的病人，不
论他们是否还记得
她，柳小丽心中总会
涌起一股暖流。自己
的工作又一次让一
个人身体康复了。通
过自己和同事们的
努力，让他人过上健
康幸福的生活的同
时，感觉自己的生活
也更美好了。

在柳小丽眼中，
雷锋不单纯是一个
优秀人物，一个榜
样，更是一种人生的
追求和态度。教育孩
子时，她也会讲到雷
锋的故事，但讲的更
多的是雷锋那种乐
于助人、给别人以理
解、关心和温暖的生
活态度。(本报记者

郝文杰)

小时候对雷锋最先的
接触是那首“学习雷锋好
榜样”的歌曲，小学二三年
级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就
把对学习雷锋精神的教育
通过做好事、拾金不昧这
种小事体现出来。

马云玲记忆里最深刻
的一件事，就是上小学的
时候，她每次上学都要经
过一位老人的房子，老人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平
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她班
上的同学就约好定期去老
人家里看望老人，东西都
是从自家里带，往往就是
一个苹果、几块糖，可能最
贵重的是买过几个水果罐
头，买罐头的钱是小伙伴
每天放学后拾纸盒、捡塑
料布卖的钱。

除此之外，大家还约
定，每天中午，尤其是有午

休的夏季，大家都早早的
吃完饭，去老人家帮她打
扫院子、收拾屋子，跟她在
屋里聊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
雷锋精神的理解便由这种
小事到一种大爱。有了女
儿后，每当有什么公益、慈
善活动，像5 . 12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的捐献活动，马
云玲都会带着孩子去，平
时出租车看到“爱心不找
零”的小捐助箱，也会让她
投下几角或者几块钱，可
能不多，但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让她懂得要尽自己的
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可能雷锋对她来说，现在
仍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
但希望她从小有一颗善
良、助人的心，她觉得这就
是对雷锋精神的继承。
(本报记者 郝文杰)

雷锋，在一点点的平
凡中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人
生传奇，一个个朴素的故
事映照出人间美德的光
彩，雷锋以平民的思维与
逻辑，诠释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这一朴素的价值
观，在他短暂而有限的生
命中，雷锋以他的行动与
人格柔和地温暖着世道人
心，照亮了身边的世界。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用雷锋精神塑造学生
健康的人格是一项重要的
德育工作。我们学校坚持
把学雷锋活动与养成教育
相结合，从我做起，从小事
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把
学雷锋落实在学生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上，教育孩
子们要像雷锋那样关心他
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文明礼让。

为使这些行为得以
养成，学校成立了“晨阳

学校义工团”、红领巾监
督岗、“魅力紫”义工艺术
团 、“ 微 笑 蓝 ”义 工 服 务
队、“警示黄”义工劝导队
及护绿大队，师生、家长
每 周 或 隔 周 到 社 区 、商
场、老年乐园等场所参加
校外义工及社会实践活
动，学校团委、少先队进
行每周评比，每月推出一
批“校级嘉奖”和“文明使
者”予以表彰。这些活动
的开展，使同学们知道原
来学雷锋活动并不难，人
人都可能成为学雷锋小
标兵、文明小使者。

沿着雷锋的足迹，将
给孩子播下健康品性的一
粒良种，“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在学习雷锋的
过程中，学生们既做实事，
又律己育人，良好的行为
习惯就会养成。雷锋精神，
让爱心天使有个家。
(本报记者 郝文杰)

C04 今日黄三角

3月5日的到来，让雷锋再次集中地进入每个人的视野。在各种信息渠道上，有的人热衷讨论雷锋精神与时代发展的话题，有有的人则围绕着学雷锋
抛出对现实的种种不解，还有人在自身审美疲劳后如看客般一笑而过。

然而分歧与争论抹不去那些年我们唱着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谣，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当年的小同学一起手牵牵手去帮助孤寡老人，然后在
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同学们一起帮老人提着水，自己还不怕脏不怕累打扫院子，小脸蛋上即使弄得黑乎乎，但我们都都开心地笑了。那时，我们真的为
了这帮忙提回的一桶水而无比高兴，满足了小小的内心，因为我们那时简单，不曾想做一件事亏与不亏。

学雷锋，对社会而言意义很大，对个人更是一段无法忘怀的甜美记忆。现在关于学雷锋的各种声音，无论是对现实生活活的针砭时弊，还是对个人生
活的追求与向往，出于个体感受对社会主流发展的思考都是积极的，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有人关心与爱护的环境之下下。而当大家都在期盼时，是否
真的在淡忘自己当年的小日记本，用一份朴素的简单的想法帮人做一件小事，换回的不仅是自己的满足，同时也许获得得帮助的下一个人就是你。

勿以善小而不为。学雷锋，做一件好事胜过四体不勤的争论，让与雷锋有关的日子不要成为个人最后一段回忆，因为我我们渴望幸福。（本报记者 余俊）

70后：马云玲
（东营市消防支队办公室

职员）
唱雷锋的歌，帮助老奶奶

80后：柳小丽
（东营市人民医院护士）
雷锋精神，是一种最求善的

需要

80后：李鹏
（晨阳学校教师）
学雷锋，让爱心天使有个

家

70后：陈建文
（东营市人民医院医生）
做好本职工作，讲社会公德

就是学雷锋

对于雷锋的记
忆，这个90后的小女
孩或许有些模糊。远
去的年代，并没有成
为小女孩与雷锋的
沟壑，而一句“学习
雷锋好榜样”在她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烙
印。李晓丽告诉记
者，雷锋精神就在身
边，平凡事的感动才
更让人敬佩。

“小的时候，老
师经常教导过马路
时有老人一定要记
得搀扶……”李晓丽
说，虽然现在很少能
听到这样的教诲，却
发现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雷锋的行列。

刚上大学的时

候，人生地不熟的李
晓丽有些不知所措，
同学们的关怀让她
很快适应了陌生的
环境。“刚来青岛时
朋友很少，感觉哪里
都是‘冷冰冰’的，让
我有些不舒服。”李
晓丽说，这时候身边
的同学伸出了援手，
有的同学主动给我
当起了免费导游，有
的同学更是请我去
他们家做客……

事情很小，却温
暖着李晓丽的心。她
说，平凡的事才是
真，小的事表达的是
真情，我的同学们就
是“活雷锋”。
(本报记者 嵇磊)

从小在东营成长的马
宁，小时候最佩服的人就
是雷锋，“感动不如行动，
我觉得学习雷锋精神最简
单的就是要时时刻刻帮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对
于少儿时的偶像，马宁也
一直在坚持着，不经常喊
口号的他，却经常帮助着
他人。

问及马宁做过的好人
好事时，还有些稚气的小
伙子，却答不出来，“都是
些小事，没必要提啊！”

2009年，听到学校号

召去公交西站帮司机师傅
打扫卫生，马宁想也没想
就报名参加了，“当时也没
啥想法，去公交西站帮司
机师傅们擦擦车，提倡公
交车上多为老年人让座。
都说我们是在家娇生惯
养，其实我们也是在践行
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感动不如行动，马宁
告诉记者，平时看到别人
需要的帮助时候多帮帮
忙，长期坚持下来，人人都
是活雷锋。

(本报记者 嵇磊)

90后：李晓丽
（在青岛高校就读的东营人）
平凡事中感动最多

90后：马宁
（东营职业学院学生）
感动不如行动

3月3日，在“学
雷锋做文明东营市
民”活动启动现场，
陈建文跟记者讲述
了他心目中的学雷
锋，“学雷锋不能只
局限于形式，其实做
好本职工作，讲究社
会公德都是学雷锋
的一部分”。

陈建文说：“学
雷锋不要今天来，明
天走。做好事不是一
天的事情。把自己的
本职工作做好就是
学雷锋，做好该做的
事也是学雷锋。比
如，做人要符合社会
公德，要救死扶伤。”
他还表示，学雷锋不
是简单的学习某一
个人，而是一件长期
的事情。

“在童年的时
候，雷锋是一个专做
好事的伟大形象。那
个时候无论是在学
校里，还是在社会
上，对于雷锋精神提
得都比较多。”陈建
文感觉，现在和以前
相比，这方面的内容
提倡的稍微有些少
了。但是，社会是需
要雷锋精神的，需要
积极正面的引导，特
别是孩子们。

在教育孩子方
面，陈建文也特别注
意孩子在品德方面
的成长。平常说话要
文明，尽可能的帮助
别人。这些都是陈建
文家庭教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郝文杰) 70后

80后

90后

与雷锋有关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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