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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3年前的3月3日，一位八旬老人千

里迢迢从沈阳乘坐高铁来到上海，再寻

当年的学雷锋之路。他就是雷锋生前所

在汽车连的班长刘景凤。

我与刘景凤相见在“雷锋树”下，老

人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清楚地记得：

1961年3月，自己在位于江苏省镇江市

的解放军车管学校学习。1962年下半

年得知雷锋牺牲后，刘景凤十分悲痛，写

了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当时南京军区

《人民前线》报上。后来部队系统开展学

雷锋活动，他被抽调到上海等地作报告，

宣讲雷锋事迹。

1963年2月27日，刘景凤来到上海

后，连续两天在解放军驻沪海、陆、空军

和公安部队作报告，还抽空与“南京路上

好八连”的干部、战士座谈。3月1日上

午，共青团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举行“雷

锋事迹报告会”，1.4万多名青年听了雷

锋事迹报告。当天下午，他又和上海

400多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一起

参加在中福会少年宫举行的以“伟大的

战士，我们的榜样”为主题的活动。

“变了，变了，和记忆中的样子完全

不一样了”，刘景凤老人感叹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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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摩天大厦。

在大柳树旁，刘老边擦拭着雷锋塑

像，边喃喃自语道：“老战友，我来看你

了。”当年，作为雷锋曾经的班长，刘景凤

来到中福会少年宫向少先队员和辅导员

讲述雷锋的故事，并一起栽下一松一柳

纪念雷锋。“松和柳是雷锋最喜欢的树，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要像松树那样不怕

风吹雨打，不怕严寒冰雪四季常青；也要

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紧紧与人

民连在一起。”刘老告诉身边的人。

当年种植的那棵松树在2005年毁

于一场强台风后，少年宫的老师带领孩

子们又在原址新植了一棵雪松。精心呵

护之下，这棵雪松如今已有2米多高，四

季常青。2006年3月3日，国家一级雕

塑家陈道坦又在两棵树中间创作了一尊

2.6米高的汉白玉雷锋像，替代他在1965

年为少年宫创作的石膏雷锋像。

“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而雷锋精

神也在这座大都市里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刘景凤深感欣慰。作为党的诞

生地，上海是全国最早大规模开展学习

雷锋活动的城市之一。今天，雷锋精神

已经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学雷

锋志愿者、雷锋文化在这里随处可见。

在位于浦东的上海雷锋收藏馆、新

场镇的浦东新区收藏协会，刘景凤与收

藏爱好者座谈交流。在正在举办雷锋事

迹展的徐汇区湖南路街道，刘景凤与现

场观众交流学雷锋、当雷锋的体会：“学

习雷锋精神，传播雷锋精神，我们应该坚

持不懈。雷锋是中国好人的化身，是崇

高道德的象征，但雷锋精神也不是高不

可攀的。简单地说，学雷锋就是从身边

的小事做起。当你在帮助别人的那一

刻，你就是雷锋。”

雷锋当年的连长虞仁昌是雷锋成长

的见证人，离休后居住在上海。我陪着刘

景凤来到92岁的虞老家中，畅叙友情，回

忆雷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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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眼中，雷锋对自己要求极高，有

时近乎苛刻，但对他人却极为

宽容仗义，他并不是一个完

人，却能用坚定、热情、乐观的

人格魅力来影响身边人。“雷

锋在我心中，就像一个小太

阳，自己阳光，温暖别人……”

虞老呼应着。

登上东方明珠广播电

视塔，感受上海的巨变，刘

景凤感叹不已：“上海的发

展和成就，雷锋如果看到

了，会很高兴。”他勉励身边

的年轻人，现在有这样好的

条件，更应像雷锋那样为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努力工作。

迎着三月明媚的阳光，

伴随全民学雷锋的脚步，刘

景凤完成了5天的上海圆梦

之行。巧合的是，当年他在

上海宣讲雷锋，也是五天。

没有一种生命比活在人
们的心中更长久，没有一种精神

比长存于人们的行为中更永恒。
1963年3月1日，来上海宣讲

雷锋事迹的雷锋生前的班长刘景凤
与四百多名少先队员一起，在中国
福利会少年宫栽下了纪
念雷锋的一棵柳树和一
棵松树。光阴荏苒，在党
的诞生地上海的中心城
区，“雷锋树”和后来建成
的雷锋塑像，见证着一代
又一代人加入到传承雷
锋精神的行列中。
初春，我又一次来到

位于上海市延安西路的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伫
立于院子里的“雷锋树”
前，看到已历经六十一
年风雨的大柳树在春风
吹拂下轻轻摇曳，碧绿
的嫩芽如同翡翠上的玉
珠，映衬着春天的生机
与活力。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是国家名誉

主席宋庆龄于1953年前创办的。

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六十周年前夕，作为中福会少

年宫聘任的校外辅导员，我参加了

“雷小锋”们别具特色的传承雷锋精

神主题活动。雷锋像前，“红色声

浪”小宣讲员们讲述着“雷锋树下你

和我”的学雷锋故事；大草坪上，“领

巾‘锋’尚”义卖集市摆放着琳琅满

目的爱心物品，大家的吆喝声和欢

笑声此起彼伏。

穿过熙攘的人群，走进大理石

大厦少年厅的金色殿堂，孩子们正

与“榜样面对面”，畅谈新时代雷锋

精神的内涵。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

四支队十中队“学党史铸忠诚模范

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杨泽楠分享了

他结合新媒体创新党史宣传方式的

《兵哥说党史》。作为新时代“霓虹

灯下的哨兵”，杨指导员表示：“讲解

的是党史，传递的是信仰！”希望鼓

励更多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传承

雷锋精神。

在绿树成荫、鲜花簇拥的雷锋

像旁，行业先锋、身边榜样共话新

时代雷锋精神。中国空间站梦天

实验舱机械总体设计师、“圆梦”青

年突击队队长兼临时团总支书记、

航天八院805所吴凯说，航天工作

者必须以分毫不差的严谨态度开

展航天技术工作，以攻坚克难、创

新求索的精神对待每一次发射任

务，希望小伙伴们像雷锋叔叔一

样，坚持理想、锐意进取。上海地

铁维保公司青年突击队的成员来

到孩子们中间，讲述着城市建设者

默默守护地铁有序运转的事例，鼓

励大家发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精一行的“螺丝钉”精神，一起努力

让城市更美好。上海交大、华师大

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的哥哥姐

姐们现身说法，分享他们乐于奉

献、助人为乐的志愿之行，鼓励小

朋友们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城市进

步、祖国发展的浪潮中，一起加入

志愿服务的行列。

现场，“小伙伴志愿服务队”代

表从哥哥姐姐们的手中接过绶带，

“雷锋精神”内核所包含的信念能

量、锐意进取、忘我精神和大爱胸

怀，不断接力，薪火传承，生生不息。

“掀红色声浪，展领巾‘锋’尚，

用胸前火苗，传递助人温暖……”在

新江湾社区，由中福会少年宫“红色

声浪”中队走出的第一支志愿服务

宣讲小队，在铮铮誓言中开启了“小

浪花”志愿服务的宣讲之行。

“时代在前进，雷锋精神的内涵

也一直在丰富发展，就像这两棵枝

盛叶绿的柳树和松树一样…”3月，

我在“雷锋树”下见到了来自长宁区

的“三高”学雷锋团队。

作为该团队聘请的顾问，我多次

参加过他们的学雷锋活动。这支平

均年龄70岁，由高学历、高职称、高技

能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学雷锋团队

中，有不少是当年学雷锋的青少年。

十余年来，他们退休不褪色，自发利

用自身专业和资源优势，组建各类服

务团队和小组，为社区精神文化建设

和健康管理添砖加瓦。上至老人，下

至孩子，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从政

策宣讲到垃圾分类都是他们的服务

主题。

年过八旬的退休干部王者梁是

“高工学雷锋团队”的发起人，他的

学雷锋精神可不是一时兴起。早在

20世纪60年代在原“沙家浜”部队

服役时，他就被评为全师的学雷锋

标兵，后转业到地方。退休后，王者

梁学习雷锋的情怀不变，带领一群

银发老人继续学雷锋。团队成立至

今，共为社区居民和相关群众组织

各类宣讲活动200余次，听众超过

万人；组织撰写文稿、调研报告等

300多篇，向有关部门提供上百条

合理化建议。同时，开展法律咨询

300多人次，提供卫生健康服务近

万人次。团队先后10多次受到上

海市、长宁区及华阳路街道的表彰，

荣获“上海市五星级老年学习团队”

等荣誉。

“雷锋树”下，雷锋传人忆当年，

话感想。“我们大多是从孩童时代就

知晓雷锋，雷锋精神一直指引着我

们的成长。六十多年全民学雷锋的

历程表明，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无论

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远不会

过时。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

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既学精

神，又学做法，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懈

传承，铸就雷锋精神的时代丰碑。”

值得欣慰的是，“学习雷锋，快

乐奉献”不仅是老一辈人的情怀，早

已是浦江两岸市民群众的共同追

求。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处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从2017年开始，全市率

先全覆盖建成区、乡镇（街道）、村

（居）学雷锋志愿服务阵地。截至

2023年底，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和学雷锋志愿服务阵地已超过1.5万

个，全市实名认证注册的学雷锋志愿

者已达600万人；中宣部公布的2022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

百”先进名单上，上海有23个个人和

团队入选，总数继

续位列全国各省市

（区）前列。

从一个人，到

“一棵树”，在上海，

雷锋始终在人民心

中；时代变迁，雷锋

精神在浦江两岸

一直闪亮。

“雷锋树”下：植树人追忆，“松和柳是雷锋最喜欢的树”

“雷锋树”前：青少年学榜样，把成长融入时代浪潮

“雷锋树”旁：银发话情怀，雷锋精神始终指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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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栽种

的树苗已长

成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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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2月26日起，新民

晚报连载汪观清绘雷锋事迹连环

画《伟大的普通一兵》，每日两幅

图，配文字，连载40多天，很受读

者喜爱。图为见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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