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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成 为 雷
锋 班 的 战 士 是
很 多 军 人 梦 寐
以求的事情，那
么 雷 锋 班 的 战
士 究 竟 是 什 么
样 子 呢 ？4 日 下
午，记者探访了
沈 阳 军 区 某 团
运 输 连 的 雷 锋
班。他们是普通
的：大多是来自
农村，他们是80

后 的 阳 光 大 男
孩；可他们却又
不普通：样样拔
尖，技术过硬，
他 们 坦 言 身 在
雷 锋 班 是 自 己
最大的骄傲。

普通：
他们都是80后的阳光大男孩

雷锋班的7名战士年纪最大的
1986年出生，最小的出生于1990年，
副班长徐铭晨今年刚刚23岁，对于
雷锋班的战士，他坦言跟别的战士
没什么两样，同样的待遇，同样的执
行任务，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是雷

锋班。
“出去走在路上，你不会觉得我

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最普通的人。”
徐铭晨说，他和普通的80后一样，喜
欢时尚、喜欢运动，除了军装，他们
的便装也是年轻人喜欢的品牌、当

今流行的款式。休息的时候，他们会
在一起打篮球、弹吉他。

雷锋班的战士来自全国各地，
雷锋班的指导员胡兴告诉记者，他
们的战士都来自农村，是最普通不
过的人。

不普通：
雷锋班的战士个个都很“牛”

能成为雷锋班的战士绝对是不
容易的，雷锋班的战士要求非常严
格，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个
个技术都过硬，都是最牛的全能型人
才。战士进入“雷锋班”要经过推荐、
各项知识考核和终极PK三个环节。

进入雷锋班首先要驾车技术过
硬，雷锋班的战士们每个人都会雷
锋发明的六根木棍倒车技术。此外，
文化知识、政治素养、身体素质等都
要过硬。还有就是演讲与口才，在雷

锋班里的战士都要口才好，因为他
们要接待全国各地的来客，为大家
讲解雷锋知识，口才不好也成为不
了雷锋班的战士。

副班长徐铭晨就是在2009年经
过层层选拔、考核，以第二名的成绩
进入雷锋班的。第21任雷锋班班长
李桂臣1998年成为班长的时候，也
是层层闯关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才
当选为班长。

在雷锋班，心理素质必须过硬，

因为经常要经受各种考验与质疑。
“之前我们开过雷锋微博，在网上就
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面对这样的
事情，很有苦衷，但是我们依旧要坚
持自己所做的。”徐铭晨说。指导员
胡兴说，在每年接触的访问团里，几
乎大家问的问题都同样，质疑的声
音都同样，上百个质疑需要你做同
样的回答，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但
是雷锋班的战士就能做到，在雷锋
班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20人捐献11个治疗量血小板
相当于捐献8800毫升全血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董
海蕊)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
日”，20名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者在当天自发到青岛市中心
血站捐献血小板11个治疗量，
相当于8800毫升全血。

5日上午，20多名无偿献血
志愿者一大早就从市内四区
和胶南赶到了血站的采血大
厅，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印有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字样的

红马甲。志愿者想在今年“学
雷锋纪念日”，做些有意义的
事纪念雷锋，为此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队队长鲁守金向全队
发出了“学雷锋，献热血”的号
召，号召一发出，立即得到了
志愿者们的积极响应，积极报
名参加捐献血小板活动。5日
上午20名志愿者来到血站，填
表、查体、化验、献血，捐献血
小板的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当

天，志愿者们捐献血小板11个
治疗量，相当于8800毫升全血。

1985年出生的丁伦家住胶
南，现在是青岛港的一名普通
工人。从2004年开始丁伦就参与
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今天
是他第6次参与无偿献血了。

“以前都是在胶南捐献全血，今
天是第一次献血小板。”躺在采
血椅上献血的丁伦说，能在“雷
锋日”这天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感到很开心，今后他还会继续
参与献血做好事，将雷锋精神
坚持发扬下去。当天丁伦捐献2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青岛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队是由多次献血者、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和热心事业的各界爱
心人士组成，以推动无偿献血
事业发展的志愿服务为宗旨，
发扬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开
展宣传、招募和志愿服务工作。

一个电话牵出的爱心故事

最美海军妈妈

资助26名孤儿
本报 3月 5日讯

(通讯员 王世威
梁波 王庆厚 记
者 宋珊珊 ) 六年
如一日，一名年轻海
军女军官岳志娟和
她丈夫慷慨解囊，先
后支付数十万元，认
养云南丽江民族孤
儿学院 2 6名地震灾
区的孤儿。他们的善
举和大爱，感动着云
南丽江，感动着向善
的人们。

2 0 0 6年 8月，岳
志娟和丈夫陪同公
公到北京宣武医院
看病，心脑血管主治
医生凌峰大夫在接
诊期间接到的一个
电话，扣动了岳志娟
夫妇的心弦。在岳志
娟夫妇的热心询问
下，凌大夫道出了其
中的缘由。电话是中
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打来的，云南省丽江
市有几十名孤儿因
没有得到社会资助，
面临失学困境。

1996年2月3日，
云南丽江地区发生
7 . 0级地震，5 1个乡
镇、100多万人受灾，
许多孩子成为孤儿。
当年，在当地政府、
中国少儿基金会和
社会各界的资助下，
创建了丽江市民族
孤儿学校，灾区孤儿

得以入校读书。作为
少儿基金会的成员，
凌大夫带头认养了
一些孤儿，并兼顾着
社会资助的联络工
作，但仍有几十名孤
儿没有得到资助，有
可能会失学。

咨询凌大夫之
后，岳志娟得知，每
个 孩 子 一 年 需 要
5000元费用，岳志娟
跟丈夫当即商定，资
助其中一部分孩子。
岳志娟与孤儿学校
的胡曼丽校长取得
联系，详细咨询认养
和资助等有关事宜。
谈及认养方式时，胡
校长说，有的资助人
到学校挑选认养对
象，一些聪明漂亮的
孩子被优先认养，加
重了其他孩子的自
卑感，造成新的心理
创伤。岳志娟和丈夫
决定，同时认养整个
班的20名孤儿，首批
资 助 每 人 5 0 0 0 元 。
2011年，岳志娟夫妇
又主动认养了另外6

名孤儿，资助每人学
费也是5000元。孩子
们亲切地称岳志娟
是“妈妈”。

一个本来与自
己毫无关系的电话，
把岳志娟夫妇和云
南丽江的 2 6名孤儿
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红飘带系上“雷锋车”
4日下午，在雷锋连的汽车上，青岛的姐慕春华将红飘带

系在了车的右前镜上，雷锋连的战士敬礼接受了这一来自青
岛的礼物。慕春华说，这次的抚顺寻访雷锋之旅让她感受颇
多，红飘带就是雷锋精神的延续，她要让岛城飘满红飘带，处
处有雷锋。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摄影报道

“身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探访雷锋班：
雷锋精神从这里出发发发

学雷锋就是

坚持最美的信念

格记者手记

4日晚上9点，“致敬·雷锋”的抚顺
寻访之旅结束了，离开抚顺有种依依不
舍的感觉，此次寻访确切地说是一次心
灵之旅。不再觉得雷锋遥不可及，其实
学习雷锋就是在自己心里坚持那个最
美的信念。

在踏上行程的那一刻众人又一次
唱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想唱，很
想唱，就让我多唱几次来怀念一下这次
的心灵之旅吧。”队员王淑玲说。相信许
多人都有一样的感受，在现代社会这样
的一次精神之旅难能可贵，一次对于雷
锋的探访更是难能可贵。

走近雷锋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我
们心里希望做到的那个人。只是很多
时候，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坚持，没有他
那样的执着，给自己的懒惰找了借口。
在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那个心中理想
的自己。

雷锋班第21任班长李桂臣说学习
雷锋很简单，就是从最点滴的小事做
起，做最真诚、最希望看到的那个自己。
不错，只要你坚持心中那个最美自己，
就可以做到像雷锋一样，就是学雷锋。

本报记者 陈之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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