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把爱心洒在了平时”
雷锋日活动不少，但扎堆现象已改观，“永久户口”的“雷锋”在增多
本报实习生 袁慧 记者 梁斌

好事要做到实处

每天都是雷锋日

记者走访发现，养老院工作人
员每每回想雷锋月里老人忙着接
受帮助都很无奈。很多时候，老人、
孩子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反倒
要为了配合一些拍照和活动仪式
而劳累。

菏泽团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3月份大家学雷锋的积极性很高，
证明每个人都愿意做雷锋一样的
热心人。“有这份热心是好的，学雷
锋总比不学好。只是大家都选择敬
老院等一些地方作为学雷锋场所
的话，或许所得到的效果就会事倍
功半。”这名负责人建议，学习雷锋
不应选择场所也不应该有“旺季”

“淡季”之分，而应该常态化，让爱
心随时随地存在，让雷锋精神传承
到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将好事做
到实处。行胜于言，雷锋精神将经
久不衰。

采访中不少市民都提到，“倒
不如揣着一颗学雷锋的心，每天把
好事做到实处。”的确，献爱心应该
选对服务对象，例如，医生可以为
老人义诊，教师就多与孩子沟通，
发挥所长给他们真正的帮助，才是
最好的服务，如果只把献爱心当成
走过场的表演，这就失去了学雷锋
精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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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菏泽是一个与雷锋有缘的城
市，在这里有不少学雷锋的人物或
团队，比如“雷锋擦鞋班”，“雷锋车
队”，“雷锋歌手”等等。而更多的市
民虽然没有“傍”雷锋，也会在雷锋
日这天踊跃活动。

“暖流”从3月初就开始涌动。3
月3日就达到一个小高潮，这天，菏
泽市牡丹广场上，众多志愿者以自
己的一技之长为市民提供免费理
发、擦鞋、法律、心理咨询等便民服
务，以这种形式来表达对雷锋精神
的理解和传承。

爱心持续酝酿,并在3月5日这
天形成强大声势。学雷锋的标语，献
爱心、义卖等提供各种志愿服务的
摊点也是随处可见。

记者采访中发现，学雷锋的形
式和过去相比也出现多样化。“我今
天卖了三百多元了，这些都是一些
关于雷锋的纪念册，12元/册，这个
善款我们都会捐给留守儿童，今天
来买这个东西的很多都是老年人，
他们都表示很怀念雷锋，希望能把
雷锋精神传承、发扬、做到实处。”一
名市民说。

>>现象

3月里，“雷锋味”的确挺浓

“前些年，在雷锋月这段时间
里，来做义工的人要比今年多一些，
很多团体组织都是成群结队地来，
扎堆现象严重，爱心是很好，但是并
没有很好发挥出其中的价值。”菏泽
市福利院相关负责人李女士说。据
她介绍，今年来福利院探望需要电
话预约，工作人员都会说明情况，建
议他们控制人数、避免扎堆。“虽然
每年的3月份仍是高峰，但是扎堆现
象较往年少了，一些节假日也有市
民会自发组织来到这里，也有很多
家长会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献爱

心，从小培养孩子的奉献精神。”李
女士介绍。

李女士还说，除了雷锋月的探
望高峰外，也出现了很多固定的帮
扶对象，平时会经常来探望。都说

“雷锋”没户口，现在很多“雷锋”已
经在这里落户了。

菏泽特教中心也伸出了自己爱
的双手，孩子们帮助一些困难户和
社区打扫卫生。“平日里，我们经常
会收到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我们
也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
人。”特教中心校长毛丕显说。

>>变化

学习渐趋理性，不再“一窝蜂”

3月5日，又是学习雷锋纪
念日。在以往，这时菏泽特教
中心会热热闹闹，而今年，这
里却是静悄悄。校长说：“人们
都把爱心洒在了平时”；与此
类似，菏泽福利院虽然有不少
志愿者，可在分流措施的疏导
下，参加活动的人显然比过去
少。本报记者采访发现，雷锋
日的“雷锋”确实多，可不再是

“没户口”，不再是“三月来了
四月走”，而是有“永久户口”
的“雷锋”在逐渐增多。更多的
爱心人士表示，“倒不如揣着
一颗学雷锋的心，每天把好事
做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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