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连环画画家、收藏家、雷锋生前战友陈列的展

品，雷锋生平事迹、感人故事、绘画体验以及文献史
料……昨天，“雷锋精神传承和青年志愿服务风采展”，在

海派连环画传承馆揭幕，展现雷锋与雷锋精神的魅力，展
示当代青年在志愿服务中的传承与风采。

由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雷锋》杂志社上海工作部
等主办的该风采展，共展出画作和照片共计 55幅、藏品

120件，其中包括著名画家韩伍先生在 1961年创作的雷

锋连环画原稿，多名雷锋生前战友签名封等珍贵藏品。
雷锋生前连长，年逾九旬的虞仁昌老人来到风采展

现场，并勉励上海青年志愿者“传承好雷锋精神，立足本
职、艰苦奋斗，敢于奉献、服务人民”。虞仁昌老人在一份

1965年的老报纸前驻足，向大家诉说了雷锋在部队时的
诸多感人事迹，以及自己受雷锋同志感召，以雷锋为榜

样，转业回原籍工作，吃苦在前，关心群众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摄影报道

风采展上展风采

▲ 刘景凤在中福会少年宫的雷锋像前，追忆往事

▲

1963年 2? 28日，《新民晚报》报道雷锋生前战友介绍雷

锋事迹的报告会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昨天下午，在上海市胶州路的一

个小区内，一群四年级孩子正在一位
老人的带领下，参观他和邻居们用旧

饮料瓶搭建的环保菜园。一株株绿
色的小苗探头探脑，生机勃勃。谁也

想不到，这里曾经是小区的垃圾堆。
如今，这里的蔬菜被一份份送到小区

孤寡老人家。

老人名叫马人俊，今年 86岁，正
是当年火遍全国的电影《今天我休

息》中的主人公、民警马天民的人物

原型，是上海 1号劳动模范奖章的
获得者，也是公安部表彰的“一级

英模”。每到“3?5”学雷锋日，黄浦
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总会去

看望马爷爷和其他全国劳模爷爷奶
奶，从 2004年至今，这份约定已经坚

持了 17年。

令师生们感触的是，眼前这位老
人，真的和电影主人公名字一样，仍

旧“天天为人民服务”。几年前，马人
俊罹患癌症，经过治疗，他的身体渐

渐康复，但仍需定期去医院复诊。有
一次，他在排队候诊时，遇到一对未

挂上号的外地夫妇。他主动把自己
的求诊机会给了患病的男子，并陪着

他就诊。当得知这名 37岁的农村男
子身患重病，且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子

时，他又四处奔波，求诊问药，最终男
子得到及时治疗，脱离生命危险。当

男子追问马爷爷名字时，马爷爷告诉

他自己叫“上海劳模”。男子几经辗转
才确定，救了自己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马人俊。他希望能够表达谢意，却被
马人俊婉拒。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我还在，
就会把好事一直做下去。”马人俊叮

嘱孩子们，要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多帮助身边同学。
如今，在卢湾一中心小学珍藏着

一尊雷锋雕像，这是 5年前马人俊送
给孩子们的礼物。曾有买家愿意出高

价收购，他拒绝了，他说，把这份礼物
送给学校，比留在身边更有意义。校

长吴蓉瑾介绍，之前是全国劳模爷爷
奶奶每年来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度过

各个重要节日。如今，爷爷奶奶们年
事已高，所以老师便带着孩子们，隔

一段时间便登门探望。
令老师们欣慰的是，有一次，学

校请学生评出的偶像，第一名是该校
校友王振义院士，第二名，便是雷锋。

节假日，一支支雷锋小队会穿上志愿
者背心，提醒行人不要乱穿马路，或

是尽己所能，维护小区环境，帮忙捡
拾垃圾。本周是学校的“雷锋故事

周”，每天中午，小小故事员们都会在

校园广播中，把雷锋的故事，讲给伙
伴们听。

首席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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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上海实名认证注册志
愿者已超过 520 万人。上

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上海市志愿者协

会、上海市志愿服务研究
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 3日联合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实
名认证注册志愿者的人数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

21.0%，也就是说，上海每
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志

愿者，创历史新高。

疫情防控激发热情

截至 2020年底，上海
实名认证注册志愿者人数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较 2019

年上升了 3个百分点。调查

者分析，这与 2020年期间
疫情防控激发了市民参与

志愿服务的热情，增强了市
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社会责

任感等因素相关。

2020年，在各类志愿
服务项目中，志愿者参与

比例排在首位的是“疫情
防控”，占比 75.7%。此外，

排在前五位的还有“社区
服务”“垃圾分类”“文明实

践”和“爱国卫生”，占比分
别为 61.3%、56.7%、52.8%

和 37.1%。
从志愿者参与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活动的类型来
看，排在前三位的是“社区

值守测温巡查”“抗疫科普
宣传辟谣”以及“关爱居家

隔离人员”，参与比例分别

为 85.2%、58.1%和 44.2%，
为上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

坚实的志愿服务力量。

“星级认证”最受青睐

“星级认证”是 2020年上海志愿服
务新增的激励机制，在星级认证中，注册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记录时长累计达到
100小时、300小时、600小时、1000小时

和 1500小时，可分别认证为“一星志愿
者”“二星志愿者”“三星志愿者”“四星志

愿者”和“五星志愿者”。调查显示，对提

升服务积极性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志愿
者选择排在前三位的是“星级认证”“信

用激励”和“礼遇激励”，志愿者的选择比
例分别为 33.9%、18.5%和 17.3%。“星级

认证”成为最受志愿者欢迎的激励机制，
成为彰显志愿者荣耀的重要标志。

满意度达历史新高

从过去一年志愿者参加和市民接受
志愿服务活动的满意度来看，2020 年，

有 97.2%的志愿者和 98.7%的市民表示
满意。2020年志愿者和市民的满意度比

前两年有较大幅度提升。调查者认为，这
体现出申城的志愿服务体系正在不断走

向完善，为志愿者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服

务体验，志愿服务质量的提升，也使得市
民在接受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有更高的获

益感和满意度，因此得到志愿者和市民
的高度评价。 本报记者 鲁哲

学习传承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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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一位身穿军装的老

人来到位于延安西路上的中福会少

年宫。在院内的一棵柳树旁，他边擦
拭着一尊雷锋塑像，边喃喃自语道：

“老战友，我来看你了。”58年前，作
为雷锋曾经的班长，他来到上海宣

讲雷锋精神时亲手种下了这棵树。
如今小树苗已然长成参天大树，而

雷锋精神也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
“班长，我到八班来了，请您多

多帮助。”84岁的刘景凤还记得第一
次与雷锋见面时的情景，抬头只见

一位帅气小伙儿正笑着向他报到。
当时刘景凤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年

轻的士兵日后将成为几代中国人的
精神偶像，但作为班长，他很快就发

现了雷锋的过人之处。

“雷锋学习驾驶很刻苦，经常给
自己加码，但又时常把实操机会让

给战友，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开过
拖拉机，算是有点基础，其他战友更

需要练习。”刘景凤说，雷锋对自己
要求极高，有时近乎苛刻，但对他人

却宽容仗义，他并不是一个完人，却
能时刻用坚定、热情、乐观的人格魅

力来影响身边人。
几个月相处下来，刘景凤就觉

得雷锋日后一定能大放异彩。可不
料分别仅一年，就听到了雷锋意外

去世的消息。回想起曾经相处的一
幕幕，刘景凤心绪难平，写了一篇追

忆战友的小文向《人民前线报》投
稿，也因此入选宣讲雷锋事迹报告

团，在上海、南京等地先后举行了
300多场宣讲会。

1963年 3月 1日，在毛主席发

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的前夕，刘

景凤来到上海中福会少年宫向 600

多位少先队员、辅导员讲述雷锋的故

事，并种下一松一柳两棵树苗。“松、
柳都是雷锋最喜欢的树，他曾在日记

中写道，要像松树那样不怕风吹雨
打，严寒冰雪四季常青；也要像柳树

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紧紧与人民连
在一起。”

一转眼 58 年过去了，松树在

2005年毁于台风，而柳树还在，枝繁

叶茂生机勃勃，边上也竖起了全新的
雷锋塑像，激励着一代代的青年学习

雷锋精神。而刘景凤多年来也有一个

心愿，想回上海看看当年为纪念战友
而种下的树。
昨天，在上海雷锋文物史料收藏

家冯建忠的陪伴下，刘景凤终于圆

梦。来到上海后他直奔中福会少年
宫，可到了树前老人却说，和记忆完

全对不上了，除了少年宫的大楼之
外，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变了。小树苗

长成了参天大树；门前的延安路高架
车水马龙；四周都是直入云霄的摩天

大楼。

“不管怎么变，雷锋精神一直都
在。”刘景凤说，上海是全国最早大规

模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城市之一，58
年前他的报告会在上海掀起了学习

雷锋的热潮，而现在雷锋精神已经成
了上海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在他看

来，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始终可

以找到与之共鸣的理由，激励自己成
为更好的人，雷锋精神的内涵一直在

丰富，就像这棵柳树一样，开枝散叶、
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雷锋老班长刘景凤擦拭雷锋像

“好事要一直做下去”
劳模马人俊跟孩子们讲雷锋精神

制图 王嘉玮

老战友，我来看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