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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年前，在辽宁省抚顺市郊的
一片杨树林里，沈阳军区工程兵十团
3000 多名官兵，在这里倾听一位小
个子战士的报告。这位战士从心里
发出了“要一个心眼向着社会主义、
向着共产党”的呼声，表达了人“活着
就是要让别人过得更美好”的高尚情
怀……

小个子战士的演讲，深深感染了
在场的每一名官兵。台下响起了充满
激情的口号：“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呐
喊的人群中，有560名邓州籍官兵。

50 多年过去了，当年聆听报告
的官兵早已各奔东西，大都年逾古
稀，有的已经故去。当年的工程兵十
团，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雷锋生前所
在团”。和雷锋并肩战斗过的官兵，
被人们称为“雷锋战友”。唯独邓州
的这560名“雷锋战友”，有了一个独
特的组织：邓州“编外雷锋团”。

20世纪90年代初，解放军画报记
者陈德通到邓州采访，听说这里有一
批雷锋的战友，一直以来在家乡默默
无闻地弘扬雷锋精神，他当即怀着激
动的心情前去采访，并拍下了一组照
片。这些雷锋的战友，有当过团长、团
政委的，有当过营长、教导员的，有的是
班级骨干，可称之为“编外雷锋团”。

后来，雷锋的战友们创新学雷锋
的组织形式，把一个口头流传的美
称，正式组建注册成了一个学雷锋的
群众性公益组织。这个组织以雷锋
的老战友为骨干，广泛吸收退伍军人
和各条战线上的爱心人士，从最初的
560 人迅速发展到遍布城乡各个行
业的 13 个营 4500 多人。“编外雷锋
团”已成为邓州新时期的一张亮丽名
片、一块金字招牌。

邓州“编外雷锋团”为什么有如
此魅力？梳理多年的追踪采访经历，

我有三点感想。感想之一，雷锋的战
友们复员转业回到邓州家乡后，有不
少人曾担任过部门的领导，他们不仅
带头弘扬雷锋精神，而且还把雷锋精
神同行业管理、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既有领导率先践行的示范效应，又有
政策机制的规范效应，使人们觉得雷
锋精神可信、可学、可用。领导干部
的良好形象，可以放大雷锋精神的影
响力。感想之二，学雷锋不是坐而论
道，而是要多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
行善事、给实惠。感想之三，人民群众
是弘扬雷锋精神的生力军，党委、政府
是引领这支队伍的强大推手。只要加
强党对学雷锋活动的领导，保护和鼓
励善待人的积极性，雷锋就永远不会
走，而是在中华大地越来越多。

让我们追随雷锋吧，学雷锋的队
伍将浩浩荡荡；让我们共同学雷锋
吧，我们的生活会更快乐！

我叫宋清梅，今年72岁，曾任雷
锋生前所在团第九任团长，现在是邓
州“编外雷锋团”团长。

邓州“编外雷锋团”缘于雷锋，发
展于全民学雷锋的大背景下。“编外
雷锋团”先后被中宣部、总政治部表
彰为“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被
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党
支部”称号。

我有一个十分珍贵的笔记本，被
收藏在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上面
有我当年与雷锋一起参加沈阳军区
首届共青团员代表大会时，雷锋同志
亲笔题写的赠言：“亲爱的宋清梅同
志，送你几句话：一个革命者，就应该
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献给
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50 多年来，
我们坚持用雷锋精神激励大家，把奉

献当追求，把贡献当享受。
“编外雷锋团”成员、邓州市城郊

乡烟站站长高林富，一直把自己的工
作岗位当作传播雷锋精神的阵地。有
一年夏天，大片烟田发生花叶病，他带
领全站职工冒着酷暑，帮群众给烟叶
打药治病，累得晕倒在地里，经抢救才
挽回了生命。有人说他傻，高林富却
呵呵一笑说：“雷锋是革命的‘傻子’，
我比雷锋差得远呢。”退休后，他买了
一辆三轮车，上面写着“编外雷锋团
服务车”，免费接送残疾人和行动不
便的老人。前年年初，他临终前还问
大家：“我像不像雷锋？”大家说：“你是
当之无愧的‘活雷锋’！”听了这话，他
带着欣慰的笑容闭上了眼睛。

邓州市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陈
远友，当年与雷锋是好战友，雷锋牺

牲时，他亲手为雷锋整理过遗容。多
年来，他风雨无阻为群众送医送药，
义诊l万多人次。有位叫刘殿信的老
人给“编外雷锋团”写信反映他的事
迹：“我们全家三口人，两个是老病
号，10 多年来，陈医生总是随叫随
到，可他连我们一顿饭也没吃过，实
在让人敬佩啊！我要学习陈医生，加
入学雷锋的行列。”

如今，我们同雷锋一年入伍的
560名战友中，已经有200多人带着
奉献的人生收获离开了我们。在怀
念他们的同时，我们倍感“编外雷锋
团”这个集体责任重大。这个责任，
就是要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代代发
扬。我们将更加珍惜“雷锋战友”这
个光荣的称呼，像雷锋那样生命不
息，奉献不止！

我叫石书杰，现任邓州市人武部政
委，是“编外雷锋团”第七任名誉政委。

1990年3月，人武部在组织民兵
点验时发现，邓州有一批从“雷锋团”
回来的复转军人，以“雷锋战友”为
荣，自发开展学雷锋活动，在群众中
小有名气。部党委专门组织人员，收
集整理他们的先进事迹，吸收他们为
人武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
员。人武部还为他们腾出办公场所，
建立“雷锋战友事迹展览室”。

在邓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人武部将这支自发、分散的学雷锋力
量，参照部队编制成立“编外雷锋
团”，于 2002 年将其注册为社会团
体。从此，560名“雷锋战友”有组织
地开展学雷锋活动，赢得了社会的广

泛赞誉。
怀着对雷锋精神的信仰，对雷锋

战友的崇敬，人武部与“编外雷锋团”
始终心心相印、共同前进。

为推动学雷锋活动深入开展，邓
州市出台《关于开展向“编外雷锋团”
学习活动的决定》，并先后 4 次组织

“编外雷锋团”与沈阳军区“雷锋团”
互访，签订了“北建‘雷锋团’，南创

‘雷锋城’”共建协议；编撰出版了《他
们从雷锋身边走来》故事集，制作了

《踏着雷锋的足迹》电视纪录片；协调
全国学雷锋委员会和中国雷锋精神
研究会，在邓州召开了全国第九届学
雷锋经验交流会；组织“编外雷锋团”
成员作事迹报告 1000 余场。现在，

“编外雷锋团”的先进事迹已走出邓

州，走出河南，走向全国。
为使“编外雷锋团”这张“道德名

片”更加闪亮，始终保持正确的建设
方向，我们指导“编外雷锋团”规范新
成员入团标准、严把关口。南阳市宛
城区退伍战士顾春乾见义勇为被歹
徒刺伤，我们与“编外雷锋团”领导到
医院看望时，他说早就想加入“编外
雷锋团”。后经研究，“编外雷锋团”
吸收他为新成员并为他颁发了荣誉
证书。从 2003 年开始，经报上级批
准和协调沈阳军区，我们每隔两年从
邓州征集一批素质较高的青年去“雷
锋团”当兵，关注他们的成长进步，退
役后吸收优秀分子为“编外雷锋团”
骨干，使“编外雷锋团”后继有人、永
葆青春。

邓州历届市委、市政府精心培育
“编外雷锋团”这一先进群体，经济上
倾力扶持，舆论上大力宣传，荣誉上
全力褒奖，把“学习编外雷锋团、创建
中国雷锋城”作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
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常抓
不懈，做大做强邓州“雷锋城”文化品
牌。

2002 年3 月，市委、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征求意见
稿，提出为更好地发挥“编外雷锋团”
的作用，准备将新建办公大楼的 1000
多万元用于“编外雷锋团”展览馆建
设。

有的同志说：“学雷锋没有错，但花

这么多钱，还不如投资搞几个项目！”在
全市学雷锋活动动员大会上，市领导坚
定地表示：“雷锋精神就是邓州的基因，
我们可以少建一些高楼大厦，但一个城
市决不能没有灵魂！”

2003年2月，展览馆如期竣工，“编
外雷锋团”建设迈上了新台阶。2006
年12月，邓州市被授予“中国第一雷锋
城”荣誉称号。

为巩固和扩大“雷锋城”创建成果，
2012 年，市委、市政府又投入 4000 余
万元，运用现代科技对展览馆重新布
展，又高标准地建成了雷锋广场、雷锋
林；城区街道命名一条雷锋路，交通干
道设置雷锋塑像、学雷锋标志牌、学雷

锋示范岗、学雷锋服务窗口等 200 多
个，从环境上彰显“雷锋城”特色，高品
位提升“雷锋城”形象。

邓州特有的红色文化，吸引了全国
各地 90 多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同时，
邓州市大力开展学雷锋道德实践活动，
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现今，全市已涌现
出学雷锋先进集体300多个、先进个人
3万多名、学雷锋小分队2600多个、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4000多名。

邓州市将力争通过常态化、机制化
的学雷锋活动，把雷锋精神内化为人们
的精神坐标、道德尺度和价值追求，激
发175万干群干事创业的热情，努力把
邓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叫杜恒，2007 年年底从“雷锋
团”退伍，现在是邓州市花洲办事处三
里阁居委会办事员。

上中学时，我听了一场终生难忘的
报告会，作报告的是邓州“编外雷锋团”
的几位老人。他们深情地回忆了和雷
锋一起学习成长的往事，讲述了560名
邓州籍“雷锋战友”学习雷锋的感人事
迹。从那时起，当一名像雷锋那样的解
放军战士，成为我最大的梦想。

2002 年年底，我如愿成为雷锋生
前所在团的一名新兵。入伍第一天，团
里组织我们 240 名新兵到雷锋纪念馆
参观并在雷锋塑像前庄严宣誓。当兵
几 年 ，我 多 次 被 评 为“ 优 秀 士 兵 ”。
2004年4月，我主动申请参加了全军第
一批赴利比里亚维和行动，后被联合国
授予和平勋章。5年军旅生涯，使我对

雷锋精神的认识更深刻，学雷锋的信念
更加坚定。

退伍到居委会后，我主要负责民政
和计生等工作。但我觉得，这些事关乎
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全心全
意，倾注真情。

2011年10月，邓州市开始办理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手续，要求居
委会在一周之内必须完成。我们居委
会有 700 多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是全
市人数最多的。接到任务后，我和同事
们马上行动起来，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
时。第四天晚上，我们在核对数据时发
现，辖区内王大爷的手续还没有办。一
打听才知道，前几天他腿部摔伤起不了
床，老伴王奶奶患白内障几近失明，也
来不了。我就连夜跑到王大爷家收集
有关信息。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借了一

辆三轮车拉着老两口来居委会采集指
纹，办完手续又把他们安全护送回家。
居委会的老人称赞说：“看这办事员，服
务多热情，真不愧咱身边的活雷锋啊！”

去年4月，我参加了军地共同组织
的“编外雷锋团”建设座谈会。姚德奇
老政委的这番话让我深受震动：“我们
这一批雷锋老战友现在都 70 多岁了，
一定要抓紧培养接班人啊。”经过认真
考虑，我郑重地向人武部和“编外雷锋
团”领导建议，以“雷锋团”复退战友为
主体，以入过党、当过班长的同志为骨
干，成立一个“雷锋营”，有意识地培养
锻炼接班人。团里审定后，同意了我的
建议并把这个营正式命名为“薪火
营”。目前，在我的联络下，“薪火营”已
吸收了 70 多名“雷锋团”复员战士，成
为“编外雷锋团”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我叫庄军，是邓州市电业局的一名
普通员工，“编外雷锋团”电力营“三八”
雷锋班成员。

义务扶贫济困，传递奉献爱心，是
我们“三八”雷锋班的服务宗旨。邓州
城区有一位孤寡老人叫王子勤，在我们
姐妹的悉心照料下，老人活了 103 岁，
成为远近闻名的百岁老寿星。

与老人结识是在 2001 年冬，雷锋
班班长门金梅到南阁路王大娘家收电
费。在交谈中门金梅得知，王大娘的
老伴去世 20 多年，又无子女，平日靠
政府补贴和邻里接济艰难生活。听到
这些，门金梅的眼睛湿润了。她帮老

人整理完卫生后，又叫来了姐妹们为
老人更换了电线，安装了电灯。看到
整洁明亮的房间，老人感动地说：“这
可像个家了。”从此，为老人梳头洗澡、
做饭洗衣成为我们姐妹的家常事。每
逢她的生日，我们都买上新衣服，把老
人打扮一番，摆上蛋糕，和老人一块吹
生日蜡烛，老人满是皱纹的脸笑开了
花。老人院子里养了几只鸡，下的蛋
她都攒起来舍不得吃。有一次，我们
在看完她回家的路上，听到自行车篓
里有咔嚓的响声，仔细一瞅，原来是老
人悄悄放在车篓里的鸡蛋破了。鸡蛋
虽然破了，但我们和老人的心贴得更

近了。
多年来，我们帮扶过的孤寡、伤

残老人有 100 多位，还先后抚养了 4
名孤儿，捐助了 19 名贫困留守学生，
成为光荣的“代理妈妈”。我们在用
电力照亮人间的同时，还用爱心传递
温情。

为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我们精心
设计了一面“班旗”：两只手紧握一根接
力棒，中间镶着一颗红心。接力棒代表
我们学雷锋永不言弃、永不放弃，双手
和红心代表雷锋班和帮扶对象手拉手、
心连心。这也是我们“三八”雷锋班的
庄严承诺和永恒追求。

在南阳理工学院，活跃着一个由
90后大学生组成的“雷锋营”。我是这
个营文法学院“雷锋连”的指导员，叫胡
苏原。

南阳理工学院大学生雷锋营，成立
于2004年4月。当时只有两个连49名
成员，如今已壮大到 15 个连 1300 多
人。尽管成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立
足校园、服务同学、奉献社会”的宗旨始
终薪火相传。大学生雷锋营已成为校
园里一道极具魅力的独特风景线，成为
莘莘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大地
震，举国同悲。我们大学生雷锋营迅速

发起援助灾区大学生活动，在组织募捐
的同时，发起网络爱心传递活动。我校
来自 28 个省市的同学代表，身着白色
短袖，肃立广场，为逝者默哀，齐唱歌曲

《明天会更好》并把活动视频和祝福话
语通过QQ传递到灾区的4所大学。千
里之外的爱心快递化为强大的正能量，
这一创意被省教育部门评为高校“优秀
公益活动”。

在同学们中间，传颂着一个“雷锋”
帮“雷锋”的故事。高位截瘫患者雷德
聚，多年来通过媒体呼吁，救助了40多
位残疾人，被誉为“南阳保尔”。他一心
想建个爱心网站，但费用和技术却让他
犯了愁。大学生雷锋营爱心连连长龙

再勇得知后，和软件学院3名营员无偿
帮他建成了“南阳慈善公益网”，共同发
起“10元钱计划”活动，号召网友“少吸
一盒烟，少买点化妆品，拿出 10 元钱，
救助困难人”，先后募集到 20 多万元，
救助 70 多人。雷德聚浑身关节僵死，
洗澡不方便，唯一的年幼女儿也帮不上
忙，龙再勇连续 4 年每周都去探望，帮
他洗澡。邻居感慨万分：长年这样坚持
真不容易，这份情谊胜过亲兄弟啊！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大学生
雷锋营成员们毕业后成为天南海北的

“播火者”，继续坚守和传承雷锋精神，
有 600 多人被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
和“优秀志愿者”。

弘扬雷锋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让学雷锋的队伍浩浩荡荡

像雷锋那样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与“编外雷锋团”一路同行

邓州大地上的一朵精神奇葩

传好雷锋精神的接力棒

做播撒爱心的平凡使者

青春的脚步踏着雷锋足迹前行

3 月 5 日，邓州“编外雷锋团”先
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我市举行，报告
团成员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编外雷锋
团”成员立足本职工作、传承雷锋精神
的感人故事。本报今日对报告内容进
行摘登，弘扬雷锋精神，传递爱与善的
社会正能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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