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街头随机调查，多数人不知“雷锋日”，有市民表示：

有顾忌，很多时候不敢学雷锋
本报记者 刘铭 实习生 潘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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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每年的“雷锋日”当
天，社会各界会举行各种
纪念活动，但不少已流于
形式。有大学生表示，学雷
锋不用刻意，在别人需要
帮助时去帮助别人才是学
雷锋。

聊城大学学生刘丽说，
一到 3 月 5 日，学校里就会
举办各种学习雷锋活动，大
多数是去敬老院给老人洗
脚。其实自己并不喜欢参加
这些活动，因为很多学院的
学生都会去福利院，一个老
人被洗好多次脚，老人都觉
得身心疲惫。刘丽说，做好
事不能刻意，别人需要帮忙

的时候去帮助才是学习雷
锋，在别人不需要帮忙的时
候，硬要去帮助别人不是学
雷锋。

一家老年公寓的工作
人员说，有一年雷锋日，去
了好几拨美容美发的学
生，第一拨学生去的时候，
老人们非常高兴，有些老
人的头发确实需要理了。
这一拨学生走了不久，又
去了一些学美容美发的学
生，老人头发已经理好，但
学生们热心来做好事，老
年公寓也不好拒绝，其中
一位老人的头发被剃光。

记者 邹俊美

学雷锋不能流于形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雷锋
成了神话，但在现实社会
中，雷锋精神却频遇尴尬：
默默奉献会被人说成傻子，
大街上扶摔倒老人可能会
惹祸上身，被帮助对象不领
情、不知感恩……

对于做好事要不要留
名现在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市民张先生说，现在很多人
做好事很高调，甚至要等着
新闻媒体的摄像机摆好之
后才开始做好事。他认为，
不管高不高调，只要他真的
做了就好，在付出之后索取
一点点回报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市
民王先生说，做坏事要偷偷
摸摸，做好事偷偷摸摸有些

不正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一个人做了好事会感染
身边的人，如果雷锋也默默
无闻，那他就成不了榜样。

市民杨女士说，现在老
人摔倒后，都不敢扶了，有
人专门拿着手机把自己救
人的视频拍下来，来证明
自己确实是在做好事。聊
城光岳律师事务所一位律
师说，雷锋那个年代，在路
上扶 起 老 人 是 很正 常的
事，不会惹上官司。但在现
在的时代，看病需要自己
拿钱，而且医疗费越来越
高，所以在扶起老人的时
候，要排除风险，做善事也
要学会保护自己。

记者 邹俊美

雷锋精神现实中频遇尴尬

3 月 5 日是学雷锋 50

周年纪念日，在社会各界大
力提倡雷锋精神的同时，雷
锋也频成网友恶搞对象。

回忆起学生时代向雷
锋学习的热潮，今年 56 岁
的田玉英仍记忆犹新。她
说，那时她上初中，很多杂
志封面都是雷锋肖像，雷锋
的故事家喻户晓。上课时老
师最爱讲的就是雷锋乐于
助人的事迹，同学们在台下
听得精神振奋，恨不得下了
课就去做好事。50 多岁的
周文山回忆说，上世纪 80

年代初，掀起“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经济浪潮，平
常人们都在忙着挣钱，但关
于学雷锋的新闻报道还是
不少的。1990 年出生的王
先生说，上学时唱过《学习

雷锋好榜样》，知道雷锋是
做好事的大善人，但对雷锋
具体做过什么事他并不是
很清楚。

但近几年，随着信息的
发达，网上流传的“雷锋生
前的战友对雷锋的解密，一
个爱照相时尚、有些轻狂、
也会有虚荣心的鲜活的雷
锋”等内容让雷锋在人们心
目中的形象有了变化。随着
着网络恶搞之风日盛，“雷
锋”和“雷锋精神”也难以幸
免。网民对雷锋死因的 20 种
戏谑性说法。如“雷锋是因
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雷锋
是记日记累死的”……“钉
子精神”，被传为“钉子户精
神”；“雷锋就是那个做了好
事不留名，却全记在日记本
里的人”。 记者 邹俊美

雷锋形象频遭恶搞

小学生>>

学雷锋要从小事做起

4 日中午放学时，记者在聊城城
区振兴路一小学随机采访，发现只
有三年级及其以上高年级的同学知
道雷锋，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并不知
道雷锋是谁。一位一年级的老师表
示，今天正好是周一，在升国旗的时
候学校讲过要学习雷锋精神，并明
确指出 3 月份为学雷锋月，号召全
体师生要多做好事、主动学习雷锋
精神。

“学习雷锋就是要从小事做起，
要去帮助别人，比如看到地上有纸
要捡起来，看到别人有困难要主动
去帮助。”三年级学生李林说，雷锋
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后来是一
名解放军战士，他对雷锋的了解是
从《雷锋的故事》这本书上看到的。
当记者问到雷锋时，高年级的小朋
友均表示在学校里老师讲过雷锋的
故事，自己也做过一些向雷锋学习
的事。当具体问到雷锋精神是什么
的时候，小朋友都说不清楚或者不
知道。

“我们今天已经讲过雷锋的一
些事迹，我们接下来也准备了一些
学雷锋的活动，比如说学习雷锋精
神征文比赛、讲故事、唱歌、观看视
频,让孩子进一步了解雷锋、让学生

多做好事等。”一小学苏老师说。

年轻人>>

做好事担心被说傻

“现在好人难做，善良的心大家
都有，有时候也很无奈，自己好心好
意去做好事，结果连声谢谢也没有，
现在的人太现实了。”市民张女士认
为，每个人应该学习雷锋做好事，但
是周边的小事现在都不敢去做，比
如看到老太太跌倒都不敢去扶。

市民宋女士说，以前看见路边
有行乞的老人或者乞丐都会给他们
点钱，现在碰见这种情况都不敢给
了，因为给了之后周围的人都说自
己太傻，说自己上当受骗了。

老年人>>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年轻群体
都是从电视上知道 3 月 5 日为学雷
锋日，在他们的眼里“雷锋精神”就
是要做好事、要助人为乐、要拾金不
昧。当说到自己以前学习雷锋的事
迹时，捡到东西就会主动上交、主动
去帮助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尊老爱
幼、勤俭节约等等均被提及。

记者采访发现，多数老年人都
了解雷锋，知道雷锋事迹。“在现在
这个社会，雷锋精神和以前并没有
什么区别，社会在变但雷锋精神永

远不过时，人们再怎么富裕学习雷
锋的观念也不能改变。”已经退休的
李先生说，自己以前的时候只要捡
到东西就会上交，在以前大家都学
习雷锋精神。

今年 65 岁的刘先生介绍，像他
们这一代，是一直学着雷锋过来的，
虽然上了年纪，但都十分倡导主动
学习雷锋精神，尤其是现在的小孩
子，更要从小就好好接受学校教育，
主动去做好事。“我们的学生时代，
不光是到了学雷锋的时候才开始学
雷锋，几乎每年在学，而且都是做一
些小事。”刘先生说，虽然现在已经
不像以前那样了，但是雷锋精神还
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68 岁的黄先生说，现在很多人
的观念确实需要改了，人家帮了你
就要懂得感恩，“讹诈、诬赖好人，有
那个必要吗？”

3 月 5 日为“学雷锋纪念日”，而今年也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
词 50 周年。4 日，记者在城区随机调查，被采访的 20 余名学生及成年人中，
多数人表示不知道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只有少数年轻人是从电视上了解
到此信息。

3 月 4 日，部分市民、学生接受随机调查。 本报记者 刘铭 摄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为
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的题
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
报》发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
习雷锋的活动，于是每年的 3 月
5 日也便成了学习雷锋纪念日。
在新时代，雷锋精神诠释为：助
人为乐、勤俭节约、敬业爱岗、集
体主义、钉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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