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双义（右二）和一起做公益的志愿者，在银川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雷锋墙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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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雷锋同志学习！”今年 3月 5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60周年的日子。半个多世纪以来，
雷锋这一名字闪亮依旧，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学雷锋群众性志愿活动延续不断，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
风尚。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不同时期“学雷锋”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记录“学雷锋”从好人好事到专业化志愿服务的
嬗变，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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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信仰，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总
有一种精神，代代传承，愈发甘醇。

从 60年前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开始，雷锋精神便感召着人们，雷锋的
名字也深深刻在人民心中。放眼国内，从号
召各地兴起以“学雷锋，送温暖”为主题的关
爱活动，到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再到

“学雷锋”群众性志愿活动，半个多世纪延续
不断，雷锋精神的光芒愈加耀眼夺目，已然
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凝聚起推动
民族奋进发展的磅礴力量。

确实，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代人、
几代人，雷锋精神从未走远。置身塞上大
地，133万名实名注册志愿者、9400多个注册
组织正活跃在我区的大街小巷，雷锋车队、
雷锋学校、学雷锋服务中心……雷锋的名字
也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默默进行着善的汇
聚和爱的传递。雷锋和这些年来隐藏在这
个名称背后的那些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活
在书本、站在巅峰的道德楷模，他们就是一
群鲜活的人，他们就在你我身边，可感可亲、
可学可敬；他们既是雷锋故事的生动续写，
也是雷锋精神的薪火相传。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
的。进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荣时刻，迎来了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历史
机遇，也迎来了人生出彩的美好时代，志愿
服务的舞台更加宽广、使命也更加光荣，更
需强大的精神力量破浪前行。我们既要学
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
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
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把雷锋精神
代代传承下去

宫炜炜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60年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
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
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
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
儿女的心灵。如今，“学雷锋”
已从最初的“做好事”发展成
为社会化、专业化的志愿服
务。志愿服务已成为当代
青年喜爱的生活方式和青春
时尚。

据自治区团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全区各级团组织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青年
志愿服务作为实践育人的重
要载体，作为服务广大青少年
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聚
焦“国之大者”、力行“民之小
事”。深入实施宁夏青年志愿
者行动，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发挥西部计划和研究生支教
团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自
2003年项目实施至今，累计招
募志愿者 1.3 万余人，研究生
支教团志愿者 1500 余人。围
绕生态环保、大型赛会、应急
救援、疫情防控等重点领域，
引领更多青年热情参与、真情
奉献。3 年来，累计招募储备
青年志愿者 8万余人，组建青
年突击队1500余支；围绕学业
辅导、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 3
个方面开展“您的孩子，我来
守护”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
人员子女行动，为2500名孩子
提供暖心服务；“爱心直通车”
将4万余个爱心包裹送到学生
手中；组织志愿者为1600余名
抗疫一线工作者提供免费理
发服务；累计招募1000名志愿
者，连续服务5届中阿博览会、

“西部数谷”算力产业大会等
大型赛会会务保障、礼仪接
待、机场接站。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深化拓展“暖冬行
动”“爱在社区”“七彩假期”

“点亮微心愿”“阳光助残”“智慧为老”等品牌项
目，2022年全区共有 450余支志愿服务队 3600余
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区 570余个点位开展“七彩假
期”志愿服务，累计服务青少年 2.1万余名，55支
志愿服务队入选全国 2022年“七彩假期”志愿服
务示范团队；在春运期间，紧密结合常态化疫情
防控要求，先后招募全区青年志愿者 1万余名，在
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社区、街道等重要场所，
围绕疫情防控、引导咨询、秩序维护、便民利民和
应急救援等方面集中开展志愿服务。通过举办
项目大赛，加强项目体系建设，带领青年走进社
区、走进乡村、走进基层，培育了一批有实效、可
持续、能复制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竭尽所能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服务群众所急所盼中，
引导志愿者为民爱民、恪守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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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足迹，印刻着追“锋”的故事

“60后”谢双义：

用爱心之举点亮平凡人生
本报记者 马 越 实习生 戴 燕 文/图

雷锋精神传承，需从小事做起——这是谢双义从事雷
锋志愿活动多年来的感触。

今年 54岁的谢双义是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的一名志
愿者。自 2008年参加志愿服务以来，帮助别人成了他生命
中不曾间断的事。“我原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偶然的机会
通过‘志愿银川’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随即开始了志愿服
务之路。”他坦言，一开始并不了解志愿者的含义，但在看
到有人打不到车急需帮助时，经常会选择免费送人。助人
为乐的幸福感，也成为他坚持志愿服务的“源动力”。

日复一日的志愿服务，让谢双义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接触了更多志愿服务组
织。2016年，雷锋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冷宽中将来宁夏宣
讲雷锋精神，这让台下认真聆听的谢双义深受感动：“雷锋
精神永不落伍，在新时代，需要更多人传承雷锋精神，把它
更好发扬下去。”

“小事”不小，点滴善举亦能汇聚成爱的暖流，形成温
暖社会的强大力量。在志愿服务队伍和机构的培养下，谢
双义对志愿服务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帮助别人不再只是一
种习惯，更成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3年，为了向更多人提供帮助，谢双义组建了爱心
车队，并命名为“雷锋车队”，吸纳了更多与自己一样想要
帮助别人的出租车司机，为城市增添温暖，弘扬社会正能
量。“在雷锋车队，只要看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哪怕再
远，我们都会风雨无阻。”谢双义说。

2016年，在银川市团委支持下，谢双义又发起成立了
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心。志愿服务范围不仅限于为群众
提供车队服务，还将温暖之手伸向更多公益领域：爱心送
考、疫情防控、绿色环保、文明劝导、扶弱助困、免费理发、
无偿献血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服务力量快速壮大，
爱心“红马甲”在银川到处可见，温暖着人心、凝聚着力量。

近 3年来，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从最初的
2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超过 1000人，志愿服务力量有效壮
大。从“单打独斗”到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一路走来虽
然几多辛苦，但谢双义甘之如饴。

15年来始终如一日坚持志愿活动，谢双义用爱心之举
点亮了平凡人生。他说，一次助力、一生志愿，把爱和温暖
传递给更多人，是对雷锋精神最好的诠释。

“奶奶，您身体好着吗？上次拿的面条还有吗？”
“个儿，快来就哈（坐下），我啥都有呢，来我看看你脚

咋样了？”
“就是崴了一下，您舍不得话费还一周打几个电话问

着呢！”
2月 26日，一个寻常的周末，灵武市宣传部干部杨小

明转换身份——作为宁夏微光义工志愿者服务总队队长
的他，照例带着几位志愿者来到银川市西夏区一户出租平

房内，看望八旬孤寡老人柳奶奶。从进屋放下慰问品到离开，杨
小明和柳奶奶的手紧握着不放。

柳奶奶说的“个儿”，是甘肃平凉地区方言“宝贝孙儿”的意
思，自打 4年前杨小明第一次来看望照顾她至今，柳奶奶一直把
他当自己的亲孙子，杨小明的周末探望，是她孤独生活中温暖的
期盼。

今年 31岁的杨小明，已有 12 年志愿服务经历。2011 年，
杨小明还是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的大一新生，在课题“银川市拾
荒老人现状”研究中，他第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了拾荒老人的生
活状态。

“当时一下子心软了，想到小时候在农村，邻居病了，姥姥总
是做饭送去照顾，也想到了老师常说的学雷锋，说不清楚那种复
杂的情感，但最重要的是，我想为他们做点啥。”杨小明回忆道。

于是，他组织 12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宁夏微光义工志愿
者服务队，开展关爱老人、扶幼帮困、支教助残等志愿服务。
2015年大学毕业时，杨小明坚定地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加
入银川市志愿者协会。3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把爱好变成职业，
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接受专业志愿服务培训并实践。此后，杨小

明又分别在灵武市市场监管局、灵武市宣传部工作，岗位的变
动让志愿服务不再成为他的主业。

工作与爱好发生冲突时，杨小明也会思考，志愿者这么
多，不缺自己一个，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吗？

“我帮助过的很多人早已把我当家人，我舍不得，帮助他
们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杨小明说。

微光虽渺，万丈成炬。12年过去了，这支 13人的志愿服
务小队已经从一个学校社团发展成覆盖全区的服务组织，经
过专业化培训，形成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大型
赛会等方面开展精细化志愿服务的团队。截至目前，已累计
招募志愿者超过 7.6万余人，举办各类活动 1.51万余次，参与
志愿者达44万人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87万小时。

12年的坚持，让杨小明对“学雷锋”有了新的认知：“我认
为，学雷锋就要做到爱党爱国、爱岗敬业、与时俱进，比如在疫
情防控、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党和国家所需、群众所盼的事
业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未来，志愿服务也要朝着更加
专业化、精细化、差异化、个性化方面发展，才能提质增效，更
好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90后”杨小明：

与时俱进“学雷锋”
本报记者 王 溦 实习生 王 婷

作为一名“00后”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者，李炫毅对志愿
服务事业激情满怀，自觉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自 2019年成为注册志愿者至今，累计志愿
服务时长超过3000小时。

从接触志愿服务的第一天，李炫毅就将志愿服务精神作为
人生理想追求，他积小善为大善，播撒爱心火种。在银川科技学
院上学期间，通过参加银川市西夏区幸平阳光家园志愿服务、银
川市“全民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志愿服务等活动汇聚大爱。

让李炫毅最难忘的，是他第一次来幸平阳光家园残疾人托
养服务中心开展志愿服务时的点点滴滴。该服务中心专门对有
智力缺陷人员进行特殊教育、救助。初来乍到的李炫毅和孩子
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在后厨帮忙准备午饭、打扫卫生，忙得不亦
乐乎。“想留下这些瞬间。”李炫毅自然而然地拿出手机与孩子们
拍照。这时两个孩子凑了过来，说：“哥哥，听歌”。面对这些特
殊孩子的“微心愿”，李炫毅予以满足。他用手机播放音乐，孩子
们跟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想看手机里照片。”面对孩子们的新要求，
李炫毅明白了一件事：“他们好奇的不是我手里的手机，而是外面的
世界。”回学校的路上，他感慨万千，决心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志愿服

务，做一扇“窗”，满足孩子们认识、了解外面世界的好奇心。
作为一名志愿者，就是要做一颗奉献爱心的火种，李炫毅

要把光和热带给身边的人。2022年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宁夏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服务于宁夏西部计划项目办，
主要负责全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
做好西部计划的日常宣传工作，落实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
间的相关保障工作，沟通协调全区各县区西部计划的相关政
策落实，做好政策解释。去年首届“西部数谷”算力产业大会
在银川召开期间，李炫毅带领 30名青年志愿者，为大会提供
优质志愿服务保障，彰显了宁夏青年志愿者的风采。

一次次的志愿服务，留下一道道爱的印迹。如今的李炫
毅已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的新一代青年，对志愿
服务的认同感越来越强。他坚信，人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路上
的主角。

“00后”李炫毅：

人人都可成为志愿路上的主角
本报记者 高 菲

雷锋叔叔：
您好！我叫陆冠之，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小学生，今

年 12 岁了。虽然我年纪不大，但从上一年级开始，我就和
同学们一起学习您的先进事迹了。

今年，是您离开这个世界的第 61年，我想告诉您，您从
未被忘记！

从我上学起到现在，每年的 3 月 5 日，学校都会组织
不同的活动，教育我们要“学雷锋、做好事”。连续 5 年，
我把压岁钱、零花钱拿出来，捐给了更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我给在防疫一线的志愿者叔叔阿姨
买过口罩和奶茶；我也像您一样，把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整
理好，借给小区里的同学们看；我还和爸爸一起在宝湖公
园里捡垃圾。今年 3 月 5 日，我和妈妈打算加入社区志愿

服务队，看望独居老爷爷。我们已经买了一个血压测量仪，等去
他家的时候，再买一些水果和蔬菜，希望他能安度晚年。

雷锋叔叔，我想告诉您，如今的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
业。在很多城市都有雷锋小学和雷锋纪念馆，您在辽宁的工作
单位被命名“雷锋班”，60年来每天都能收到从各地寄给您的信件；
在我的家乡银川市，还有“雷锋车队”、雷锋志愿服务队等，我和爸爸
妈妈都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您的精神被命名为“雷锋精神”，

被一代又一代学习着、传颂着、继承发扬着，我们不会忘记您，
我们都会努力成为您！

此致
敬礼

银川市博文小学六年级（5）班 陆冠之
指导教师：赵娟
（本报记者王溦 整理）

“10后”陆冠之：

写给雷锋叔叔的一封信

2月26日，杨小明（右）带领志愿者看望孤寡老人柳奶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志愿服务中，李炫毅用真诚的行动温暖人心。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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