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的名字，永远写在了春天里；雷锋的

精神，持续传颂在神州大地。清明时节，各地

以各种形式纪念雷锋，缅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

战士。

螺丝钉精神哪里来

湖南长沙望城区的湖南雷锋纪念馆，以雷

锋同志原名命名的正兴广场上，一座麻石雕刻

的塑像巍然屹立。不少市民和游客，或于雕像

前肃立注目，或献上鲜花并深深鞠躬。

广场东侧，一座恢宏的红色格栅装饰的建

筑上，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格外引人瞩目。建筑内，便是雷锋生平事迹陈

列馆，立体呈现了雷锋同志 22 年的生命时光，

讲述了他“平凡的人生”“伟大的精神”和作为

“永远的榜样”给后来者带来的启迪。

“1940 年 12 月，雷锋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

望岳乡（现长沙市望城区雷锋街道）一个贫苦

的家庭，原名雷正兴。”纪念馆文物档案管理员

郑惠君，正在讲解。

雷锋幼年命运悲惨，不满 7 岁成了孤儿，

后被亲属收养，幸运存活。这段经历，给他留

下了沉痛的记忆。雷锋曾在日记里写道：万恶

的旧社会，就是这样的黑暗、无情和残酷。

新中国成立后，雷锋从苦难的童年，跨入

幸福的少年——不但生活有了依靠，还在当地

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免费读书的机会。雷锋

勤奋好学，顺利完成了学业。1956 年，荷叶坝

完小的毕业典礼上，雷锋在发言中立志要当一

个“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这句诺言，在

他随后的人生选择中，一一践行。

“雷锋的成长过程中，当时的望城县委书

记张兴玉，对他影响至深。”郑惠君说。

雷锋从学校毕业后，回村当了记工员，随

后又被推荐至乡政府和县委机关做通讯员。

在县委工作期间，朴实上进又吃苦耐劳的雷

锋，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在张兴玉的影响

下，雷锋接触到了《毛泽东选集》等书籍。积极

汲取营养的他，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进步。张

兴玉言传身教，也引导着这个进步的少年。

场馆里，一座雷锋听张兴玉讲故事的雕塑

前，郑惠君停下了脚步，“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争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 种“ 螺 丝 钉 精 神 ”之 所 以 能 在 雷 锋 心

里 扎 下 根 ，就 源 于 雕 塑 再 现 的 场 景 —— 当

时 ，还 在 县 委 工 作 的 雷 锋 跟 着 张 兴 玉 外 出 ，

看 到 地 上 有 颗 生 锈 的 螺 丝 钉 ，就 一 脚 踢 开 。

张兴玉却捡起螺丝钉装进了口袋。几天后，

雷锋要到一个农机厂送信，张兴玉将螺丝钉

交给雷锋，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要搞建设，

就得艰苦奋斗；一颗螺丝钉，别看它不起眼，

但 缺 了 它 ，机 器 就 不 能 运 转 ；就 像 你 这 个 公

务员，别看职务不高，缺了你也不行，我们每

个人都要自觉发挥螺丝钉的作用。”

一席话，说到了雷锋心里，后来，他又将这

个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听。

“雷锋善于学习，更懂得感恩。”郑惠君说，

“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雷锋，饱含崇高理想信

念，积极地回馈奉献社会，用敬业精神、创新精

神、创业精神感召着他身边的所有人。”正兴广

场上，一排呈八字形展开的门楼，像一列长长的

火车，看到这里，人们就不自禁地将“雷锋出差

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故事传颂。又到清

明，雷锋同志牺牲 59 年后，雷锋精神还在处处

传承。

好事从小事做起

每年 3 月，全国各地的观众专程到抚顺市

雷锋纪念馆聆听雷锋事迹，学习雷锋精神。刘

思雯，大学毕业后到这里工作有 3 年多了，讲解

中，不少展品背后的故事让她动容。

展厅一角，一辆推土机停在煤堆前，雷锋

的蜡像在车厢门口，脖子上挂着毛巾，脸上绽

放笑容，推土机后的背景墙上画着一座厂区

……这个场景名为“爱岗敬业的推土机手”。

刘思雯介绍，1958 年雷锋毅然报名参加鞍钢

建设，同年 11 月，他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

煤车间学习开推土机。由于个子小，厂里建议

雷锋开小型推土机，但他为了多生产，坚持开

这台重型推土机。车厢里，坐着就看不到车

铲，站又站不直，每天只好猫腰工作，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但他没喊过一声苦、一声累。“后来，

鞍钢决定在辽阳建立焦化厂，雷锋又积极报

名。无论雷锋走到哪，都像一颗螺丝钉，钉在

那里发光发亮。”刘思雯说。

1960 年 5 月，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

成立，雷锋想到公社刚成立会有许多困难，就

把自己积攒的 200 元钱全都取了出来，到公社

捐款。在雷锋储蓄存折的展柜前，刘思雯说，

雷锋在部队，每个月有 6 元津贴，除了交党费、

买书和必要生活用品外，结余全部被他存到储

蓄所或买了公债。

“当时，公社领导考虑小战士能攒下这些

钱很不容易，就劝雷锋把钱寄回家里。雷锋说

自己是孤儿，是党和人民培养他长大的，他的

部队驻扎在望花区，望花区就是他的家，这钱

就是给家里人用的。公社领导被深深打动，最

终只收下了 100 元。”刘思雯说。

“1959 年底，我和雷锋一起在辽阳报名参

军，当时，雷锋在去体检的车上就非常高兴、非

常活跃，我们一直被他的情绪感染着。下车后

他没像我们一样聚在一起唠嗑儿，而是帮各个

科室按名单喊人。”说起雷锋参军经历，雷锋的

亲密战友、80 岁的乔安山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1960 年 1 月 8 日，雷锋正式入伍。乔安山

和雷锋分到了一个班，见证了雷锋精神孕育成

形的点点滴滴。“一次，我们开车执行任务，车

到抚顺北大岭最陡的坡时，我踩油门往上冲，

刚拐过弯，雷锋班长就让我停车。原来，有几

位群众在推装满菜的手推车，上坡推不动了。

班长就跑过去帮他们推。”

说起这件小事，乔安山说，“我也看到那几

个人在前头推车挺费劲，但我想的是怎么先把

自己的车开过去，而班长却先想到怎么帮助有

困难的人。他告诉我，帮助别人得从小事开

始，习惯了，才能看到更多事，才能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这里走出两代雷锋

“我最后一次见雷锋，是在 1962 年 8 月，他

牺牲前的一周。那天我和几名同学在文具店

门口遇到了他，他鼓励我上了初中后也要加倍

努力学习。”雷锋辅导过的学生、72 岁的韩颂

东回忆，1960 年 10 月，雷锋被聘请为抚顺市望

花区建设街小学（现雷锋小学）校外辅导员，经

常到学校辅导、鼓励她们，带领孩子们参加义

务劳动。

如今，韩颂东从抚顺技师学院德育办公室

主任的岗位退休后，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活

动，坚持每年回到雷锋小学为孩子们讲述雷锋

的故事，坚持定期到雷锋纪念馆当志愿者。她

说：“我就是以雷锋为榜样，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

不只是韩颂东，60 年来，抚顺市始终坚持

不懈学雷锋。如今的抚顺，学雷锋活动时间

长、亮点多、累积深、影响大、重创新，凡人善举

层出不穷。全市现有学雷锋志愿者 24 万余

人，志愿服务组织 1600 多个，荣获全国、省、市

级学雷锋先进个人达 1000 余人，学雷锋先进

集体达 700 多个。

1959 年冬，雷锋因参军和时任辽阳市兵

役局政委的余新元相识。今天已 98 岁的余新

元说，初次见面，瘦小的雷锋并没有引起他的

注意。后来接触中，余新元逐渐了解了这个热

心肠、眼睛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的小伙子，也

体会到雷锋应征入伍的决心。

当时，为确保部队满员，每 100 人要额外

补 8 个预备名额，1960 年 1 月 8 日，雷锋成为预

备名额里的最后一名，如愿穿上了军装。临行

前，雷锋再一次来到了余新元的家。

“他穿上军装后郑重给我敬了个礼，然后

从上衣兜里掏出他当兵留影的一张照片，背面

留字‘赠给亲爱的余政委留念，雷锋 60 年元月

3 号。’”余新元哽咽地说，“别的我都捐了，就

这张照片，一直自己珍藏着。”

不只是雷锋，余新元还是“当代雷锋”郭明

义的入伍介绍人。因为工作关系，余新元与鞍

钢干部、郭明义的父亲郭洪俊非常熟悉，了解

到郭明义打小就知道雷锋、孟泰，曾担任过学

校的团委委员。“我说他是个好苗子，就推荐他

参军了。”余新元说，1967 年 1 月，郭明义和自

己的偶像雷锋一样，成为鞍钢 200 多名新兵中

的一员，正式入伍。

余新元也成了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

者，离休后的 38 年间，为弘扬雷锋精神，即使

是做过两次大手术，依然坚持走上报告席，弘

扬雷锋精神，总计报告 4300 多场。

（本报记者申智林、

胡婧怡、刘佳华 采 写 ，

人 民 网 记 者 邱 宇 哲 参

与采访）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

几十年来，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激荡过几代人的心

扉。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与雷锋联系在一起，质朴真挚的歌词

仿佛就像从雷锋心里流淌出来的。

山歌传唱 寻找词人

1963 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

活动便在全国火热地开展起来。随即 《雷锋日记》 出版，其

中题为 《唱支山歌给党听》 的小诗就此问世。这首小诗又引

起了音乐家朱践耳的关注。他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的山歌风味曲调。这首歌后来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

旦卓玛演唱，获得空前成功。由于新歌发表时的“唱法说

明”注明歌词摘自 《雷锋日记》，于是大家也都认为：这首

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1963 年秋，当才旦卓玛的歌声传遍全国时，朱践耳接

到消息，“山歌”原作者“蕉萍”，是焦坪煤矿职工。他于是

写信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党委了解此事。

时任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接到信后，曾召开大会询

问谁叫蕉萍？没人吭声。第二天，赵炳儒把一位叫姚筱舟的

年轻人叫到了办公室：“你就是‘蕉萍’吧？有人看见过你

用笔名写稿子。”此人一看瞒不住了，只好点头承认。赵炳

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

他手中。看到朱践耳的信，姚筱舟思绪万千，他认真回信说

明了写作和发表过程。

矿工心声 灵感源泉

姚筱舟，16 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第五分校，入朝作战后回国，被分配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

采矿技术员。

姚筱舟的女儿姚琴说，“在基层劳动，与矿工们广泛接

触，父亲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焦坪煤矿大部分矿工新中

国成立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受尽折磨。交谈中他们

常新旧对比，对共产党充满深情与感激，发自内心地说：“共

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

矿工们大多是文盲，姚筱舟便常代他们写家信，一位矿

工每次在信尾都要写上“记住党的恩，好好听党的话，报共

产党的恩，交好公粮给国家”这样几句话。矿工们虽不识

字，但源自生活的口头文学言简意赅、情真意切、形象风

趣。姚筱舟因此记录下许多顺口溜和歌谣，如“旧社会，矿

工像冬天里的一棵葱；新社会，咱是国家的主人翁”等。

1958 年，姚筱舟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一气呵成 3 首

矿工小诗，其中就包括 《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以矿名谐音

的“蕉萍”为笔名。

再写山歌 实现心愿

有生命力的作品就像拥有翅膀的小鸟，1962 年 《唱支

山歌给党听》 由铜川矿区飞出，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录

在 《新民歌三百首》 中，署名蕉萍。

这首诗刊登后辗转流传，当时正在服役的雷锋看到此

诗，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录到了日记本里，并对原诗作了改

动 ： 将 “ 母 亲 只 能 生 我 身 ” 一 句 改 为 “ 母 亲 只 生 了 我 的

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姚筱舟曾回忆：“这一首诗能成为歌词，是雷锋同志的

功劳。雷锋在摘抄这首诗时，曾作了‘点石成金’的修改

……这一改，就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

“1997 年 5 月 9 日，对父亲来说是难以忘记的。”姚琴

说。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姚筱舟参加“上海之春”音乐

会开幕式。节目组带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在现场他第一

次见到了朱践耳和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

灯的包围下，他们忘情拥抱、紧紧握手。

2001 年“七一”前夕，姚筱舟终于实现夙愿，光荣入

党。姚筱舟被誉为矿工诗人，他在铜川矿务局的焦坪煤矿工

作了 28 年，写下近 200 篇诗歌、散文。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姚筱舟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再创

作一首诗歌给党听。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周围人联系到

了青年作曲家祝云英老师，二人合作，创作了 《我唱山歌

给党听》。

“红色的故事一代代传颂，红色的精神扎根人心中。当

年你抛头颅洒热血，留给大地一片最美的红……”虽然姚筱

舟老人已经离世，但是这首婉转抒情的歌曲已从铜川传唱

开来。

唱支山歌给党听
本报记者 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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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雷锋同志照片。 影像中国

图②：颁发给雷锋的少先队辅导员奖状。 人民视觉

图③：抚顺雷锋纪念馆。 人民视觉

图④：辽宁抚顺雷锋纪念馆雕塑。 影像中国

图⑤：3 月，重新修缮后的抚顺雷锋纪念馆开放，市民前来参观。 影像中国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版式设计：张芳曼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

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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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个人主义要像

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

酷无情。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

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

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

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

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

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

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

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

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

穷尽的支付者。

◆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

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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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

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

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

（本报记者 刘佳华整理）

雷锋心语——

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上图：雷锋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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