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歌起三月。

著 名 诗 人 贺 敬 之 在 长 诗《雷 锋 之

歌》中写道：“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使我

们 如 此 地 激 动 ！ —— 历 史 在 回 答 ：人

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向雷

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而后，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

相继挥毫泼墨，发出学习雷锋的伟大号

召，全国学雷锋活动蓬勃兴起。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

从此，有一首歌曲传唱在春风里，

唱遍了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唱遍了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波。

从此，有一个名字书写在春天里，

写进了 56 个民族的脑海，写进了 14 亿

人民的心窝。

60 载一甲子，弹指一挥间；

60 年学雷锋，硕果盈枝头。

薪尽火传，不知其尽。雷锋用短暂

的一生谱写出一曲绚丽多彩的旷世交

响，树立了一座令人景仰的道德丰碑，

高擎起一面永放光芒的精神旗帜。

事迹平凡，铸就非凡。雷锋已不仅

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中华美德的文化标

识、人民群众的道德楷模、无数志愿者

的共同称号、享誉世界的国家名片。

历史，镌刻下雷锋的名字。

时代，澎湃着雷锋的精神。

二

歌唱英雄。

这 是 一 首 赞 颂 英 雄 的 主 题 歌 ，高

亢，激昂，雄壮。雷锋，就是这首歌的主

人翁。

“牧猪童，身世本平凡，真奇迹……”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 22 岁的短暂生

命，能够穿越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赢

得亿万人民如此崇高而长久的敬意？

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年轻士兵的传

奇，历经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岁月转换，

镌刻进新中国发展壮大的精神年轮？

是什么动能，让我们今天朝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昂扬奋进之时，再次呼

唤他平凡而伟大的名字？

“参军入党育英雄，二十二年生命

史，气壮长虹。”

从农业社的记工员、县乡政府的通

信员，到农场的拖拉机手、工厂的推土机

手，再到人民军队的汽车兵……雷锋幼孤

少贫、知恩图报，崇义厚德、克己奉公，勤

学奋读、爱岗敬业，先人后己、乐善好施，

甘当“革命的傻子”，愿做“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

在地方，3 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8

次被评为标兵，5 次被评为红旗手，荣获

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在部

队，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

为沈阳军区“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

“毛主席的好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锋将远大理想植入血脉、融入实践，

以平凡显伟大，以小事铸辉煌。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许多人苦

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的命题，被雷锋用一

件 件 好 事 酿 成 一 壶 甘 醇 、吟 成 一 首 绝

唱。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为我

们计算出“自我与他人”的公约数。作

为 一 个 年 轻 的 生 命 ，他 为 我 们 澄 清 了

“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作为一位普

通的士兵，他为我们标定了“平凡与伟

大”的坐标系。

“轻轻的年龄，平平的事迹，短短的

记述，滚出革命战士的火球。”

雷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

什么可歌可泣的壮举，可敬之处就在于“一

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可爱之处就在于“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

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可

亲之处就在于“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

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

一位诗人这样吟诵：“我写下这两

个字：雷锋，我是在写呵，我们阶级的，

整个新一代的，姓名。”

一首歌曲这样吟唱：“雷锋，我们的

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雷锋，我们的榜

样，我们青年的标兵……”

如今，雷锋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共

产党简史》，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史》，雷锋精神更是纳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

三

歌声如潮。

并不是所有的生命在谢幕那一刻，

其精神的大幕就能够开启，而雷锋和热

爱他的人民，却创造了这个奇迹。

当年，周恩来同志把雷锋精神总结

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

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时代各有不同，精神一脉相承。

经过时间淘洗、岁月沉淀，雷锋精神

完成了文化的生成与构建，成为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旗帜，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符号，成为亿万中

国人民心中巍然挺立的精神高地。

焕新以恒，日见其彰。

经过赓续融合、重塑升华，雷锋精神

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国度、超越了信仰，

成为党的先进性的生动诠释、民族精神

的最好写照、时代前行的价值标杆，成为

照亮亿万国人砥砺奋进的精神火炬。

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

冬不衰。

60 年 来 ，雷 锋 精 神 如 一 座 高 高 耸

立的灯塔，引领全国学雷锋活动如火如

荼、长盛不衰，呈现出一幅幅“江山代有

雷锋出”的壮阔景象，演绎了一曲曲“文

明花开香满园”的时代颂歌。

“艰难困苦，千难万险”，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雷锋”是青年突击

队 、青年垦荒队 、青年扫盲队，是乔安

山、张兴吉、赵春娥等“活雷锋”，是“保

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开拓者。

“革故鼎新，建设四化”，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雷锋”是

新长征突击手、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

号，是朱伯儒、张华、杨朝芬等“当代雷

锋”，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拼搏者。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

一 首 诗 写 道 ：“ 让 我 怎 样 感 谢 你 ？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

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在中国

落地生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不断取得新成就，积累凸显社会主义思

想特征的文化成果，提高基层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科学化水平，展示中国人

民可信可爱可敬的良好形象……

学雷锋 60 年来的伟大实践，是百年

党史的精彩篇章，是创造性建设新中国

思想道德大厦的成功实践，是提升全社

会文明程度卓有成效的国民教育。

雷锋不老，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不老；雷锋精神之树常青，是因为我们

的精神家园常青！

四

歌律高扬。

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到了新

时代，新时代按照自己的内涵找寻精神

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时

间、地点和场合多次对弘扬雷锋精神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论述——

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寄予厚

望：“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

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

将变得更加美好。”

接见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兵，殷殷

嘱托：“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

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

大地上。”

参 观 抚 顺 市 雷 锋 纪 念 馆 ，谆 谆 教

导：“学习雷锋精神，就要把崇高的理想

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融入日常的工作

生活，在自己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

……

习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正

是对毛泽东同志开启的历经 60 年学雷

锋活动的历史回响，是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郑重宣示。

“儿女万千相继起，学习雷锋”，新

时代学雷锋活动展现出崭新气象、迸发

出无穷活力。

脱贫攻坚一线，几十万“雷锋式”扶

贫干部，迎难而上 、攻城拔寨，舍己为

公、万众一心，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

功的脱贫故事”；

抗击疫情战场，病房里、社区内、小

村口、网络上，“雷锋”无处不在，爱心汇

聚成河，平凡而伟大的雷锋精神更显弥

足珍贵；

北京冬奥期间，来自各领域各方面

近 2 万名赛会志愿者、约 20 万人次的城

市志愿者，用“雷锋式奉献”参与冬奥、

服务冬奥，让“一起向未来”的交响更加

响亮；

全国各条战线，“雷锋班”“雷锋号”

“雷锋团”“雷锋组”等先进集体聚是“一

团火”，郭明义、庄仕华、孙茂芳、钱海军

等模范人物散似“满天星”；

……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

永恒的。”

今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

质的碰撞每天都在上演，如何为焦虑不

安的人们提供心理支撑？

今天，观念和价值在喧嚣中消解，

行动与实践在质问中延宕，如何为深刻

转型的社会寻找心灵动力？

今天，高铁飞驰领先世界，巨轮破

浪穿越大洋，如何为全速前进的中国构

建精神家园？

今天，迎来日新月异的现在，展望

光明宏大的未来，如何为复兴崛起的民

族铸牢道德基座？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精神力量的

涵养；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精神力

量的支撑。

时代在变化，道德的价值没有变。

雷锋精神是社会风气的净化器，是文明

新风的催化剂。治理社会乱象，匡正道

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防治信仰危机，

很大程度上要靠“真学雷锋”标示的“道

德崛起”来实现。

国 家 在 发 展 ，道 德 的 利 器 不 能

丢 。 雷 锋 身 上 所 蕴 含 的 信 念 的 能 量 、

大 爱 的 胸 怀 、忘 我 的 精 神 、进 取 的 锐

气 ，永 远 是 激 发 强 国 强 军 意 志 力 量 的

重 要 依 托 ，是 保 持 共 产 党 人 初 心 本 色

的重要载体。

雷锋有魅力，强国有希望，复兴有

力量，这是鉴往知来的启示，也是开创

未来的指引。

五

歌颂一兵。

“雷锋，湖南望城人氏。曰先锋战

士，亦普通一兵……”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中去”——在全军 10 位挂像英模

中，雷锋被称为“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

人民军队雷锋多。

先进军事文化铸造出“战火金刚”，

这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但军事文化缘

何能培育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

德榜样”？

可以肯定，这两者融为一体，在旧军

队是不可想象的，而人民军队却将它们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在人民军队的旗

帜下，这两者的灵魂有着同样的印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的

自觉行为，是雷锋精神的本质特征，也

是我党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这样的军

队必定受到人民拥护，也必然是产生和

培育雷锋这样伟大士兵的天然沃土。

1963 年 1 月，雷锋牺牲 5 个多月后，

“雷锋班”被命名。

至今，“雷锋班”每天晚上点名，第

一个点到的是雷锋，全班齐声答“到”。

一旁的墙壁上是一条不变的横幅：“老

班长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接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

长。”由此，一个“后雷锋”时代出现了。

“雷锋团”“编外雷锋团”“学雷锋先

进集体”“学雷锋标兵”……60 年来，这

络绎不绝走来的“雷锋方阵”，成为我军

特有的、别具一格的文化现象。

这一文化现象，紧紧连着我军的历

史传统，深刻体现着我军的时代特色。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道德边界，一支

军队不能没有精神高地。

新时代，如何把铸牢军魂作为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坚定

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如何把本职岗位作为传承弘扬雷

锋精神的实践平台，进一步树立正确的

价值取向？

如何把服务人民作为传承弘扬雷

锋精神的不懈追求，永远做人民群众最

信赖的子弟兵？

如何把引领社会风尚作为传承弘

扬雷锋精神的时代担当，不断激发思想

道德建设热情？

如何把推动常态化践行作为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的务实之举，营造学雷锋

活动的良好氛围？

“ 我 愿 意 是 火 种 ，去 点 燃 更 多 心

灵。”将这些问号拉直，是学习雷锋的时

代要求，也是强军兴军的现实需求，我

们必须铿锵作答，勇毅前行。

六

歌音隽永。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在人类文明绵延不绝的漫长时光

中，学雷锋 60 年如白驹过隙，却铸就了

永恒、创造了不朽。

“ 什 么 叫 永 恒 ？ 后 来 的 人 能 记 住

你，那就是永恒了。”

习主席指出：“永恒体现的不是物

理时间存在的长短，雷锋去世时 22 岁，

把有限的人生变成了永恒。”

没有哪一种生命比活在人们的心

中更长久，没有哪一种精神比长存于人

们的行为中更永恒。

雷锋和雷锋精神，抵达了这个高度，

也拓展了这个宽度，更蓄积了这个厚度。

永远的雷锋，永恒的精神。

唱响新时代的雷锋之歌
—写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之际

■张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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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脱口秀节目在广播电

视和网络新媒体上受到听众和观众青

睐。优秀脱口秀演员能够在有限时间

内，紧紧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兴奋点，是

值得称赞的。这给我们搞好政治教育同

样带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脱口秀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脱口”，

目的是变着法让观众享受“听人说话”的

精神愉悦。官兵对政治教育课的期待也

大多是幽默风趣、生动活泼，而不是照着

稿子一念到底。有的官兵评价一堂好课

时说：“就像是在参加一档脱口秀节目，听

起来有趣、想起来有理，听了还想听。”而

有时则会吐槽：“台上念得慷慨激昂，台下

听得昏昏欲睡，教育不如去跑步，抄抄笔

记难走心。”一赞一吐，优劣立见。

脱稿和念稿的效果为什么截然不

同？曾有学者研究后指出：脱稿比念稿

的节奏更为从容自由，使人感到生动形

象，乐于接受。同时，从记忆的效果看，

脱稿让人能够记住的内容约是念稿的三

倍。即兴发挥，深入浅出，一直是我军政

治教育的传统和特点。生活中一次设身

处地、推心置腹的谈心交心，战斗中一次

发自肺腑、热血澎湃的即兴动员，效果远

大于一堂毫无生气的教育大课。

脱口秀并非真的脱口而出，表演者

大都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扎实甚至相当艰

苦的准备。一些教育者之所以缺少脱稿

的底气，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事先不深

入调研，抓不住教育的关键，摸不清官兵

的思想，不顾时代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说

自话、坐而论道；平时不善于学习积累，

工作中缺乏研究思考，肚里无货、笔上没

墨，离开复制粘贴写不出讲稿，对着稿子

只能照本宣科；热衷于用官话套话装点

门面，用大话空话充实内容，不求效果

好，但求无差错，丧失了教育应有的知识

性和斗争性。

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脱口秀节目采用不同形式以增加

观赏性，但其主要功能仍是让人获得思

想启迪。事实证明，扎实的内容而非花

哨的形式、深刻的思想而非肤浅的语言，

是上好政治教育课的根本。走出念稿套

路 ，多 些 脱 稿 教 育 ，独 立 思 考 是 关 键 。

毛泽东同志写文章多是亲自下笔，搞教

育也经常不念稿子、不说套话，留下很多

经典语录。教育者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学

习思考、与时俱进地创新突破，对官兵关

注的理论热点、现实难点、斗争焦点不仅

能够脱口而出，还要帮其把正航向、拨开

迷雾、坚定信念，切实用思想启迪人、以

真理感召人。

喜剧需要笑声，教育需要掌声。老

套陈旧的内容、千篇一律的形式，不可

能 赢 得 官 兵 的 心 。 面 向 时 代 、面 向 生

活、面向官兵，心贴心、情融情，把准脉、

开对方，才能激发政治教育与正向价值

的“化学反应”，收获笑声掌声，引发共

情共鸣。

（作者单位：32116部队）

多一些脱稿式教育课
■梅 潇 柯青坡

“体系只是存在于指挥机构的规划

和运筹中吗？单元要素只是被动执行的

‘棋子’吗？”东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在一

次红蓝对抗演习中，因一个班组的协同

误差而败走麦城。此次摔跟头也让官兵

们捡了一个明白：体系短板是最危险的

短板，体系弱项是最致命的弱项，差之毫

厘就可能谬以千里。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自从战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打造一个

“联万心而作一心”的作战体系，就是军

事家们致力追求的目标。只不过古今有

所区别的是，体系内各作战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同。在冷兵器、热兵器甚至

机械化战争中，优势兵力几乎代表了战

斗力，先进兵器基本上就是撒手锏，弓

弩、骑兵、大炮、坦克、飞机等都曾各领风

骚、尽展风采。同时，由于当时的体系相

当于“容器”，各作战力量之间基本上是

物理组合，关联不紧、互通不强，长处强

项发挥到极致可以横扫千军，而一些短

板弱项的影响则没那么明显，不至于“击

一点而撼全局”。

有军事专家称：“体系作战，就是要

把众多的兵种焊成一块精密的手表。”每

个零部件都正常运行，手表才能精准报

时。如果出现一丝一毫的误差，手表就

可能失灵失准。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

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飞机看似还

是那个飞机，大炮看似还是那个大炮，但

机炮“各自为战”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

“无战不联、无联不胜”正在成为现实。

如今的作战体系好比“大脑”，反应灵敏、

互联互通，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弱

点、堵点、断点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

应，产生化学反应甚至几何级、指数级倍

增，最终成为“阿喀琉斯之踵”，导致整个

作战系统瘫痪。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木桶原

理 ”告 诉 我 们 ，短 板 补 不 齐 ，容 量 上 不

去。我军近年来十分注重聚焦体系练兵

中的短板弱项，集思广益、集智攻关，打

通经脉、构建体系，合帐筹划、常态演训，

实现了力量上“合”、行动上“联”、效能上

“优”、指挥上“统”。同时也要看到，我军

作战体系中的短板弱项也不同程度存

在，有的在演习中强调要素齐全，实际组

网用链却关注不够，成了有“拳头”没“神

经”的虚联合；有的指挥体系联而不合，

信息平台联而不通，数据链、指挥链、保

障链联而不畅……这些问题不解决，基

于网络信息系统的体系练兵仍是拼盘

化、表面化、形式化，杀伤链就无法从技

术层面真正打通。

作战体系不是无生命的“芯片”，而

应该装着一颗热腾腾的“心片”。不练体

系 ，基 本 没 戏 ，“ 芯 连 芯 ”不 代 表“ 心 连

心”。如果思维还停留在机械化战争年

代，抱着多一“链”不如少一“链”的想法，

固守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方式，觉得

体系作战是指挥机关的事，上级让怎么

训就怎么训，只看到个体看不到体系、只

练个体而融不进体系，就难以奏好体系

作战的“协奏曲”。明天的战争是一体化

联合作战，今天的训练就必须主动跳出

“兵种思维”“军种思维”，牢固树立信息

主导理念、联合制胜观念和体系练兵思

维，打破空间、结构、兵种、编成的局限

性，习惯在体系中认识和定位自身，努力

在体系中训练和提高能力，真正实现价

值取向、思维方法、行为规范、心理意识

的“融”与“淬”，切实从根本上解决“形合

神散”的痼疾。

“指头强”不等于“拳头硬”，但“指

头”不强“拳头”肯定不硬。作战体系既

有“1+1＞2”的合力优势，也存在“100-

1＝0”的致命软肋，前面的“1”可以为体

系作战贡献力量，后面的“1”则会影响作

战体系的聚合效能。每一支作战力量、

每一个作战单元、每一名官兵，都是作战

体系中的关键一节，都是战斗力链条上

的重要一环。体系是“幕后力量”，“每一

个”才是体系的放电尖端。只有从“每一

个”练起，抓严单兵单装等基本作战单元

联训，抓实班排连营等基层分队合练，尤

其是下功夫破解新力量新领域的指挥协

同、战法运用、体系构建、综合保障等难

题，方能整合力量、聚合优势、释放效能，

形成“奋一战而胜万战”的强大合力。

（作者单位：东部战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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