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日，从阳信汽车站下车后，一位
出租车司机便靠了过来，与他谈好价
钱后，车便直奔大杨村杨广和家中。
司机善谈，一路上滔滔不绝，不仅介
绍大杨村的肉牛产业，还说大杨村里
有个“活雷锋”，是他的同行，叫杨广
和，眉宇间透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当他听说记者的来意后，到杨广和家
门口时，便表示不收费，在记者的坚
持下，最后只收了一半的车费。

杨广和的客厅与别人家的不同，
没有桌椅板凳之类的平常装具，尽是
一些陈列柜、锦旗。锦旗是杨广和帮
助过的人送的，客厅的墙上挂满了，
不少还挪到了他卧室的墙上。大到印
有雷锋头像的衣服、帽子、书籍，小到
雷锋肩章、胸章、打火机，无一例外，
陈列柜里全是关于雷锋的纪念品。

谈起学雷锋的初衷，杨广和回忆，
那还是在他1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去
井上挑水，看到一个老太太因提不动半
桶水而发愁，于是，他主动帮助这个老
人把水担回家去。老人当时的感激之情
杨广和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在我
看来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对于她来说竟
是这么大的帮助，这么一件小事让她这
么在意，是我压根不曾想到的。”

这件事对杨广和的触动很大，让他
认识到，尊敬是相互的，对别人好，别人
就对自己好，让他在懵懂的年纪里仿佛
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此，杨广和便和

“帮忙”较上了劲，他也不在乎别人说他
是疯还是傻，只在乎自己干没干好事。

2012年，杨广和成了积善中国组
织的第一批会员，入会第一天，他便
捐出1850元帮助8个贫困学生，这一
年，他共捐出6000余元，这还不包括
他车上的十三项免费项目，比如残疾
人、军人、病人免费等等。

去年村里修路，村委会决定不收村
民的钱，由村里的企业集资，杨广和听到
消息后拿上1000元交给村里，“村里修路
是大好事，我挣不了多少钱，多少是个心
意”。有一年，邻村的一个残疾人房子塌
了，加上自己有病，就给杨广和打电话求
助。杨广和便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
个月，期间还掏800元替他修了房子。

杨广和开出租，本就是个糊口的营
生。平时遇上看病坐车的人，他都不会
收费，而且他还往往主动替人家垫钱，

“谁都有个难处，看病不够了先垫上，就
医要紧。”所以，杨广和平时兜里经常揣
着很多钱，一边是零钱，一边是整钱，就
是时刻准备为别人应急。这两天，他又

给别人垫上1700元，“不怕别人不还，实
在不还肯定是别人有难处。”

为了安抚妻子，杨广和动员她出
去打工，补贴家用。也正是有了妻子
的这些付出，一家人才能熬过那段艰
难岁月。谈到这，杨广和对妻子的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来都是他帮助别
人，妻子却一直在帮助他。

杨广和的车上贴着雷锋像，身上别
着雷锋像章，手机壁纸也是儿子从网上
下载的雷锋头像。年前下雪，他自己一
个人把村里的篮球场打扫干净，门口的
路也是他打扫出来的。一个新扫帚已经
被用秃，为此，他买了除雪铲。

也许长年累月的奔波所致，杨广和
身高183cm，体重却不到130斤，近年来，
杨广和的身体开始透支，一些疾病开始
找上身来。五六年前，杨广和就签订了
器官捐献协议，对于别人的不解，他表
现得很淡然。“谁都有那么一天，留着没
用，捐出去或许还能帮到别人呢。”

杨广和家影壁上有一幅迎客松，
那是他自己画的。他说自己喜欢松
树，也希望雷锋精神像松树一样常
青。“学雷锋不能光在3月5日，要在每
一天中，每一个人身上，学雷锋贵在
坚持。”杨广和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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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一个响亮的名字响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一位青年，在有限的生命中将无限的生命价值发扬得淋漓尽致。今天是是“学雷锋纪念日”，半
个世纪后的今天，雷锋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时代在变迁，雷锋精神也随着时代在进步，一大批有名的无名的奉献者，无无论是惊天地的壮举还是春风
细雨般的细微善意，都在为这个时代谱写和谐的韵律和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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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滨州，一提到“活雷锋”，自然而然会想到杨广

和。到目前为止，杨广和共获得 76项荣誉证书，他的

家就是雷锋纪念馆。杨广和说，他家已经20多年没有

锁过大门了，平日里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我家的大门每天都敞开着，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走近

‘雷锋’，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自从去年下雪后，杨广和的车里就多了把除雪铲。

滨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办公室主任李玲———

用心温暖每一个救助对象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忠才

“孩子们在学校里普及些基本的
法律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民
警亲身去做，效果可能会更好些。”这
是3月1日，李玲向记者细说从警这么
多年来在学生工作方面的体会时的
一句话，就是这一体会，让李玲在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

“我在梁才派出所工作期间，进
校园送法律是必做的一件工作，也是
必须要做好的一件工作，这一点对于
未成年人来说很重要。”2005 年到
2009年，她将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知
识送进了校园，被梁才办事处9所中
小学校聘为“法制副校长”，每学期都
到校园开展法制讲座，受到广大师生
的热烈欢迎。

在走进校园开展法制讲座期间，
李玲还捐资助学，时刻关心着下一代
的成长。2010年3月，她听说梁才中学
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梁利飞和王
海滨因为家庭贫困而面临辍学，了解
这一情况后，她马上给两名学生每人
捐了500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帮助
他们继续完成学业。

李玲工作上勤勤恳恳，在生活上，
除了尽自己的儿女孝心，她还将这分
爱播撒给身边那些孤寡老人，让老人
享受这分儿女孝心。她的工作记录本

上，总是记录着村里的贫困户、孤寡老
人、残疾人的情况，只要是入村走访，
她总是先到他们家中看看需要什么帮
助，为他们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
合作医疗。“这几年下来，光是这样的
记录本，已经快十本了吧。”

“在走访时，孩子不孝顺的，离婚
纠纷的都找我拉拉……”4年中，她上
门调解家庭纠纷32起，及时化解了家
庭矛盾纠纷。为了照顾孤寡老人方
便，她把自己的警务室安到了敬老
院，跟敬老院的老人们聊天，为她们
梳头、包水饺。每年春节她都给敬老
院的老人们送去油、米、面等食品和
生活用品。几年下来，受到李玲帮助
的老人，为了感谢她，老人们给派出
所送去了4面锦旗，还自编自导了一
些小节目到派出所演出慰问。“那些
老人们见到我拉着我的手就不放，听
到他们说老人们说，比有儿有女的人
都幸福，我心里很欣慰。”

李玲作为一名女警，更能体会到
妇女的感受，她情牵姐妹，维护妇女儿
童的合法权益。2008年，她经过多次走
访、调查、取证、上报审批等工作，为辖
区35名“黑户”20多年的外地妇女恢复
了户口。

2009年4月，梁才办事处张某因

为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与张
某生活多年的李女士为此离他而去，
当李玲了解到张某有一个非婚生的
未成年儿子时，李玲多次登门了解情
况，为孩子补录了户口。李玲还专门
到山东省鲁中监狱看望了张某，张某
在服刑期间表现极好，提前出狱，孩
子的母亲也回到了他的身边，一个曾
经破碎的家又有了欢乐。

“我现在正寻思着帮她找个对象
呢，让她有一个幸福的家。”说起李玲
帮扶的一个对象石佳佳，李玲开心地
者说着她心里的想法。2008年4月，李
玲在下村调查走访中了解到，梁才办
事处北石村的16岁残疾少女石佳佳生
活极度困难，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
气。“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先是父
亲车祸去世，接着母亲改嫁，接着她又
出车祸，她说‘我没法活了’。”

李玲立即与她结成了帮扶对子，
每隔一段时间就带些实用的东西去她
家看看，拉拉家常。2009年春天，石佳
佳安装了假肢，同年秋天，她重新走进
校园学会了服装设计和缝纫技术，
2010年底，她到一家福利服装厂成了
一名自食其力的工人。对于这个苦命
的姑娘，李玲打算当“红娘”，帮她找到
另一半，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从警18年，李玲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除了做

好本职工作外，她一直践行着雷锋精神，温暖着身边

需要帮助的群众。她与曾经失去生活信心的残疾少

女结对帮扶，五年来帮扶达80多次，并给她安装了假

肢，让她学习服装设计和缝纫设计，成了服装厂一名

自食其力的工人。李玲仍旧没有停止对她的帮助，

“我要给她当红娘，帮她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李玲和她的救助对象。

如果说哪种精神影响了中国
人半个多世纪并将继续发扬，“雷
锋精神”肯定算一个。雷锋本人的
事迹和印象虽然逐渐离我们远去，
但化为一种精神符号，在一代又一

代人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
远的不说，就说咱滨州，“雷锋”

也是数不胜数，有迎着歹徒炸弹威
胁挺身而出的民警张敏，有去青岛
出差时勇救落水女童不留姓名的杜

国强，有结婚30多年来悉心照顾五
位老人、抚养残疾儿子的许慧，有三
次深入冰河、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一
对父子的张元星，还有乐于助人、甘
愿被人骂作“傻子”的杨广和……

还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成为行业带头
人，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雷锋精神”。

然而，“学雷锋”的代价却不是人
人都能承受的，除了物质上的甘愿奉
献，还有不被人理解的尴尬和沽名钓

誉的非议，有的伤害甚至来自被救助
者本人，而这种伤害恰恰对“雷锋”以
及要学雷锋的人打击最大。

“学雷锋”要保持平常心，对于
是不是受到表扬和称赞，应当保持
平和的心态；相反，对于不被理解
和非议，也要保持强大的心理平衡
能力，因为“雷锋”一旦受了挫折转
而被无限制放大，也会对“学雷锋”
产生消极的作用。

对于“雷锋”之外的旁观者来说，

并非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们深知学
雷锋往往需要物质上的付出，甚至还
要付出宝贵的生命。无论物欲横流和
流言蜚语对这个时代精神的冲击有
多大，我们都必须坚守最后的道德制
高点———“雷锋”可以没有鲜花和掌
声，却不能受到鄙夷和不屑。

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雷
锋精神”的传承发扬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为“学雷锋”创造轻松
的环境也是“学雷锋”。

为“学雷锋”创造轻松的环境
本报评论员 张峰

学雷锋往往需要物质上的付出，甚至还要付出宝贵的生命。
无论物欲横流和流言蜚语对这个时代精神的冲击有多大，我们
都必须坚守最后的道德制高点———“雷锋”可以没有鲜花和掌
声，却不能受到鄙夷和不屑。

杨广和———

每个人都应该是“活雷锋”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树行 王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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