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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和煦，我行走在雷锋故乡。

这 是 一 座 正 在 崛 起 的 新 城 ：环 顾 四

周，全是拔节生长的高楼大厦和崛起的现

代化厂房。这里早已不再是数十年前偏

僻的山村，而成了长沙“西引擎”“中国麓

谷·创新谷”。

迂回曲折的八曲河从团山湖穿村而

过。长沙市望城区团山湖村对岸的滨河

路，一直是我从家前往县城、省城的必经

之路，从记事开始，就一直听说团山湖的

故事，见证它的变化。

一

这里曾是一片水患频发的沼泽地。

1957 年，数万人的治沩大军掀开了团

山湖新的一页。17 岁的雷锋背着背包来

到指挥部报到，成为大军中的一员。治沩

工程结束后，望城人将荒芜的湖沼地，变

成米粮仓。雷锋也走上了全新的岗位，成

为望城第一名拖拉机手，驾驶拖拉机开垦

团山湖。

漫步于团山湖，重温雷锋在这里创作

的 诗 歌《南 来 的 燕 子 啊》、短 篇 小 说《茵

茵》，似乎看到他一边潇洒地开着拖拉机

在平坦的田地里耕耘，一边与南来的燕子

亲切地打着招呼……

我对位于长沙城西的湖南雷锋纪念

馆并不陌生。那年当兵离开故乡时，我曾

与数百名望城热血儿郎在纪念馆广场宣

誓：做雷锋那样的好战士！

走进湖南雷锋纪念馆，我仔细端详着

里面的每一件物品、每一张照片。雷锋事

迹陈列馆里，在一张泛黄的纸张面前，我

停下脚步。那是 1952 年望城县人民政府

颁发给雷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写

着“茅屋三间、水田二亩四分”。它的持有

者 叫 雷 正 兴 ，也 就 是 后 来 人 们 熟 知 的

雷锋。

这三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原来是地

主为佃户建造的庄屋。在这里，雷锋度过

了他艰苦的童年。

1950 年冬，雷锋所在的安庆乡开展土

改工作。望城县人民政府将雷锋一家三

代租住的这三间房屋、二亩四分土地及一

定数量的生活用品分给了雷锋，并为他颁

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

对雷锋来说，这样的感受尤为深刻。

一个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孤儿，在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他一个家。这让

他内心充满感恩，更加坚定了对新中国的

热爱，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是的，雷锋与同时代的穷孩子一样，

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正如他在 1962
年 7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今天是党

的生日。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我激动的

心啊！像大海里的浪涛一样，不能平静。”

“党像慈母一样，哺育着我长大成人。是

党给了我生命；是党给了我无产阶级的思

想；是党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二

雷锋在望城生活、工作了 18 年，这里

不仅有他的亲情、乡情，更有同甘共苦的

同事。虽然他们已是耄耋之年，但在他们

心中，雷锋从来没有离开过。

冯健老人，今年 86 岁，满头银发，但声

音洪亮，中气十足。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湖南

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也是雷锋的

好友。雷锋亲切地称她为“健姐”或“冯健

姐姐”。

1956 年初冬的一天，时任西塘农业社

第二社长的冯健到县城办事，顺便拜访了

县委书记张兴玉。一进门，她就看到一个

陌生的男孩，十五六岁，个儿不高，身材瘦

小，但穿着整洁，很有礼貌，正在教张兴玉

的女儿系红领巾。这就是当时在望城县

委机关工作的雷锋。

冯老回忆道，那天雷锋和她聊起了各

自的身世和经历。听说了雷锋的苦难童

年后，冯健很是同情，鼓励他说，虽然你是

孤儿，但如今是新社会，到处有亲人。我

比你大几岁，今后我们就是姐弟。雷锋十

分感动，两人友谊的序幕从此拉开。

1958 年春，冯健被保送到湖南农学院

上大学，而这年冬天雷锋北上去了鞍钢。

虽然一南一北，两人仍保持着书信来往。

有一天，冯健偶然在报刊上读到介绍雷锋

先进事迹的文章，异常高兴，特意写信祝

贺。收到信的雷锋也欣喜不已，很快就回

信并赠给她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雷锋，正

满面笑容地擦拭着解放牌汽车，照片背面

写着：“冯健姐姐，我永远向你学习，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雷锋。”

1962 年下半年，冯健依然在给雷锋写

信，可许久没有收到回信。她想，可能是

信件寄丢了，也有可能是他太忙没时间

回。直到第二年 2 月，冯健读到《中国青年

报》刊登的长篇通讯《永生的战士》，才知

道雷锋已于 1962 年 8 月 15 日以身殉职。

冯健拿出雷锋生前寄赠的照片，看了

一遍又一遍，回想起以前温馨的一幕幕，

不由得泪流满面……

冯老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她本来可

以分到机关工作，但她主动申请回到农业

生产一线，参与防治水稻虫害工作。后

来，在共青团湖南省委学校部部长、省妇

联常委、省总工会副主席等各个岗位上，

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还帮助家乡的

孤儿上学，协助乡亲们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脱贫致富。

她常常想起雷锋，想要把雷锋的精神

传承下去。于是，冯老开始担任多家单位

的学雷锋顾问，到各地宣讲，还发表了多

篇 与 雷 锋 相 关 的 文 章 。 但 冯 老 并 不 满

足。退休后，她开始系统地收集、整理雷

锋的相关资料，以纪念当年的友情。

“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信息的真

实性。由于素材大多来自采访对象口述，

事情相隔久远，难免有错漏，每每有不确

定或两相矛盾之处，我都要反复核实求

证。”冯老告诉我说：“我写书，一是为了对

雷锋相关史料做抢救性挖掘保护；二是为

了去伪存真，给社会大众呈现一个最真

实、鲜活的雷锋。”

尽管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也因长期伏

案写作落下严重的颈椎病，冯老采访写作

的步伐从未停下。看着冯老出版的《雷锋

在湖南》《雷锋，从这里起步》等著作，我心

中的敬意油然而生。

“60 年来，雷锋精神一直陪伴着我，这

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动力。”这是冯老的

心声。

三

10 年前，我曾在望城区团山湖村的李

湘枚家，听他讲述了围垦团山湖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如今，我再次拜访，已经 87
岁的李老没有闲下，依然坚持参与守护团

山湖的工作。

李 湘 枚 是 雷 锋 治 理 沩 水 时 候 的“ 战

友”。他们一起打过硪，一起担过土，一起

抢搬过甘蔗种，一起坐着小火轮从洪水中

归来……和雷锋在一起的日子，他默默把

雷锋视为榜样，并在之后的 60 年里，不断

向他人讲述雷锋的故事。

我问李湘枚老人，是什么动力让您在

团山湖坚守了一辈子？

他说，雷锋在团山湖种下了精神的种

子，作为雷锋的战友，他只是精心呵护着

它，让它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在雷锋故乡，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都能深刻感受到雷锋精神对这片土地的

滋润，为这里注入生机，鼓舞着这片土地

上的年轻人……

从湖南雷锋纪念馆出发，驱车往东约

5 公里，便是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在这

里，我采访了中联重科混凝土泵送机械分

公司结构件厂关键焊缝工匠宋亚。

宋亚，90 后，是一名智能制造现场工

程师。宋亚告诉我，公司离湖南雷锋纪念

馆不远，他经常去那里参观学习。在他看

来，学习雷锋不只是要乐于助人，对于产

业工人来说，更应该像雷锋那样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把本职工作做好。

在中联重科，宋亚经历过 3 个岗位。

2011 年刚到公司，他从事焊接工作，并在

技能比武中脱颖而出，成为长沙市的焊接

行业状元。随后他又担任培训师，帮助他

人快速提升技能，适应新岗位。6 年时间，

宋亚带出了 10 多名高级技师、20 多名技

师、3 名市级工匠、7 名区级工匠。去年，他

转型成为智能制造现场工程师。宋亚说，

从完全手工焊到完全设备焊的转型是痛

苦的，要学习机器人编程，要攻克工艺难

关，但这些困难最终都被他克服了。成功

转 型 ，是 为 了 以 后 进 驻 智 慧 产 业 城 打

基础。

宋亚神采奕奕，让我看到了新时代产

业工人的风貌。

在雷锋新城，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

是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领域的工作者，因为雷锋精神的感

召，无不焕发着新的活力。

四

在望城区团山湖村公共服务中心，我

欣喜地遇见正在忙碌的卢洁。

卢洁是个 90 后，个头不算高，性格外

向活泼。她来自山东日照，说一口标准的

普通话。

我曾两次采访她。第一次是 8 年前，

那时她刚嫁到团山湖，决定报名参加公开

选拔的村级后备干部；第二次是 3 年前，她

是村党总支委员兼第一支部书记，一个孩

子 的 妈 妈 。 如 今 她 的 第 二 个 孩 子 也 出

生了。

“你的根在团山湖越扎越深呀。”我笑

着说。

她笑道：“还不够，还要加油呢！”

卢洁是个阳光、善良的女子，第一次

跟随男友来到团山湖，就被这片土地吸

引，并决定留下来。结婚不久，听说街道

要公开选拔村级后备干部，她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团山湖的

怀抱。

面试时，街道干部问卢洁：“怎么想着

放弃城里大型企业的工作，到团山湖来

呢？”她想了想，说了三点理由：“其一，虽

然我是山东人，但我是团山湖的儿媳妇，

这里也是我的家乡，我有责任和义务参加

家乡的建设；其二，这里是雷锋曾经工作

过的地方，老一辈人奋斗的故事，依然感

动和激励着我们年轻人；其三，更重要的

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街道干部又问：“村上的工作非常具

体，你又不会讲望城话，肯定会有不少困

难。”卢洁坚定地回答：“雷锋他们那一代

人把荒芜的湖沼地变成了米粮仓，一代又

一代团山湖人把这里建成了美丽乡村，我

们现在遇到点困难算得了什么？”街道干

部微笑着点头。

在团山湖工作，有艰辛，有困惑，但更

多的是希望和感动。卢洁告诉我，2017 年

夏天，团山湖洪水上涨，部分房屋被洪水

淹没，大部分群众被转移到堤上。村里成

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卢洁协助民政工

作，负责转移群众的物资。各级政府运送

过来、各地捐赠过来的物资纷至沓来，她

负责对接、接收、登记，然后分发给群众；

转移到堤上的重要设备，一时分发不出去

的物资，都放在仓库，需要保管；而且，每天

她还要组织发放近 2000个盒饭……

洪水淹了 21 天，她便在堤上坚守了

21 天。21 天，她瘦了 8 斤，未曾见过一岁

多的儿子一眼，没有踏实合眼睡过一觉。

“从山东来到湖南，想家乡吗？”我问

了个题外话。

卢洁先是低头不语，似乎有些伤感，

但很快她就抬起头，露出了微笑。

“不想是假的，谁不想念自己的家乡

呢。平时只要有空，我就会跟父母视频通

话，让他们看团山湖的发展变化，他们既

惊讶又羡慕。”卢洁说：“我都在村里干了

好几年了，在这里安了家，团山湖早成了

我心中的故乡。”

团山湖的有序、团结、温暖、顽强，让

卢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五

在 雷 锋 故 乡 ，“雷 小 锋 ”的 身 影 无 处

不在。

2022 年以来，望城区倡议以“雷小锋”

作为全区青少年学生的共有名片，传承雷

锋精神。“雷小锋”成为全区近 10 万名中小

学生共同的名字，每一名中小学生都获得

一个雷小锋编号，并印制在校服上。

“雷小锋”000001 号授予了全国道德

模范周美玲。

随后，各学校开展“亮号行动”，通过

“亮号亮诺”“为号添彩”等活动，引导同学

们牢记自己的“雷小锋”编号，强化对“雷

小锋”的身份认同。

望城区丁字中学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叫余金栋和余金楼。他们来自八年级 202
班，“雷小锋”编号分别为：018126、018127。
兄弟俩从小在一个班上学，与他们同班的

还 有 另 一 个 坚 强 的“ 滑 板 少 年 ”—— 小

鹏。小鹏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身体发育不

全 ，腿 脚 不 便 ，行 走 活 动 均 依 靠 一 片 滑

板。在丁字中学校园里，只要看到一个手

穿鞋子，匍匐在滑板上行走的孩子，那就

是坚强而阳光的“滑板少年”小鹏。

这时，你还会发现在小鹏的旁边，随

时跟着两名长相几乎一样的“雷小锋”，这

便是余金栋和余金楼。当小鹏行走到台

阶或者人群拥堵路段时，这对“雷小锋”便

会一人俯下身子将小鹏抱起，一人默默拿

起他的鞋子和滑板。三人同行在校园中，

阳光变得格外温暖。这对双胞胎“雷小

锋”不仅在生活上对小鹏给予照顾，在心

灵上也与小鹏息息相通，是他学习上的好

帮手。

从小学到初中，这对双胞胎“雷小锋”

已经坚持了 8 年。

在望城，我看到，一群群“雷小锋”你

追我赶，学雷锋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融

入日常、化作经常。

春意融融，行走在雷锋的故乡，我被

他们的故事感动着、振奋着。冯健、李湘

枚、宋亚、卢洁、“雷小锋”……在这片质朴

而又赤诚的土地上，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赓

续传承中，雷锋仍在我们身边，雷锋精神

正在绽放出璀璨光芒……

下图为团山湖秀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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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团山湖
纪红建 我的祖辈均是四川乐山人，说

起家乡自然如数家珍。从郦道元

《水经注》记载的古蜀王开明故治

算 起 ，乐 山 的 历 史 已 有 3000 多

年。古称嘉州的乐山，岷江、大渡

河、青衣江三江汇流。今天，乐山

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还有全国首批对外开

放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卫生

城市等“头衔”，着实是个氤氲人间

烟火的山水福地。

上世纪 70 年代，母亲工作的

单位从峨眉迁到什邡，我在红白镇

呱呱坠地。稍大一些，回故乡，路

难行。从什邡通往乐山的 200 多

公里“搓衣板”路，让小小的我望而

生畏。晕车，转车，如今仅需两个

多小时的高速车程，当年要走将近

1 天时间。

辗转之苦，终结于 1999 年 12
月底，成都到乐山高速公路通车，

乐山跨入“高速时代”。此后的 20
多年间，我见证了家乡交通的巨

变，高速路网在 11 个县市区间舒

展穿梭。去年年底，地处小凉山

腹地的金口河区贯通高速，乐山

实现高速公路全覆盖！预计还有

一年半，乐山机场建成通航，加上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长江水道

枢纽乐山港，家乡的“两航五铁十

高速一枢纽”立体交通网正呼之

欲出。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起乐

山乐水，峨眉山—乐山大佛早在

1996 年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与自

然双重遗产，再加上 2014 年入选

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东

风堰，乐山的山和水名扬海内外。

山水之外，乐山的文化遗存之

丰，令人惊叹。秦时离堆、汉时崖

墓、唐时大佛，随便拈出一件，都是

宝藏。乐山每个区县都有响当当

的历史文化资源，资源禀赋全国罕

见。夹江千佛崖、三峨山、犍为罗

城古镇、峨边黑竹沟、金口河瓦屋

山、沐川竹海、井研三江白塔……

峨眉武术文化、造纸文化、茶文化、

盐文化等多姿多彩。外地人来了

乐山就不想走，流连忘返。据统

计，刚刚过去的癸卯兔年春节黄金

周 ，400 多 万 游 客 争 相 来 乐 山 旅

游，人数比乐山的全市人口还多

90 万。

如此曼妙山水，孕育了丰厚文

化。身为乐山人，无疑是幸福的。

随时能与那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近

距离接触，感受着文化的熏陶，乐

在其中。

小时候，我家住在岷江边的西

顺城街，街口有一个清代碑刻防火

大水缸，街上是一溜青灰色的斑驳

刻字封火墙、踩得泛光的青石板

路，古色古香。从顺城街到我就读

的小学，我最喜欢沿着江边的明清

古城墙行走，一垛一垛地跳，脚下

踩的红砂条石少说也有五六百岁，

好些条石上都被缠绕上了老黄桷

树的放射状根须，展现着生命的

顽强。

后来，我家搬到大渡河畔，从

此每天与乐山大佛隔江听涛、隔窗

相望，相看两不厌。最近几年，我

爱上了跑步，尤其喜欢沿江、沿河、

沿古城门跑。嘉州古城曾被多达

27 道明清古城门严密包裹，这些

城门大都依山而建、伴水而生，因

地就形，古朴厚重，述说三江水运

的昔日荣光。目前尚存丽正、育

贤、望洋等 9 道古城门，每次跑步

经过它们，总会在江风拂面中隐隐

闻到历史的沧桑。

这些年，我换着不同的路线跑

步，一边在跑步 APP 上打卡，一边

在跑步中追寻乐山先贤的足迹：跑

过大佛景区路，那是苏东坡写下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

游”的凌云山麓；跑过平羌小三峡，

那是诗仙李白挥毫“峨眉山月半轮

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的清幽所在；

跑过龙泓寺，那是诗圣杜甫写 下

“今年思我来嘉州”的嘉州古驿；

跑过老霄顶和乐山师院，那是武

汉大学抗战时期内迁乐山 8 年的

书院学府……

在我跑步轨迹所经之处，市中

区的安谷镇相对偏远，却又意义深

邃。1933 年，为避战乱，故宫 59 万

件文物分三路疏散内地，占比 85%
的中路和北路文物、总计 16650 箱

国宝在颠沛流离后，藏身于乐山安

谷镇和峨眉山麓大佛寺达 8 年之

久，无一缺失。其中，藏身安谷镇

的国宝就有 9369 箱。如今的安谷

镇，当年存放国宝的祠堂大多难觅

踪影，曾参与守卫国宝的老人也已

全部过世。有幸，我曾与时年 94
岁、最后一位安谷守宝人窦洪海有

过交谈，饶有兴致听他讲起当年每

逢夏季，他们把文物从库房搬出来

晒太阳的往事。

在乐山，让人心驰神往的何止

山水人文，这里的美食更是让人欲

罢不能。每到假期或周末，乐山的

大街小巷总会挤满了来自成渝甚

至云贵陕青的车辆，星罗棋布的

“网红”店前人头攒动。川菜是中

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以乐山菜为

代表的“上河帮”独树一帜。乐山

小吃，光是听名字就会让人垂涎三

尺：钵钵鸡、甜皮鸭、叶儿粑、乐山

烧烤、马村鱼头、西坝豆腐、马边抄

手……看着假日里蜂拥而来品尝

乐山美食的外地人，乐山人总会大

度地一笑：“等他们去吃嘛，我们还

有平时。”

我的家乡在乐山，乐山乐水，

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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