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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学：1935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195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北重集团（原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退休干部。他坚持学

雷锋做好事 60 年，几十年来累计捐款近 30 万元。退休后创办“陈

文学红色志愿服务工作室”，组织志愿者帮助贫困学生、独居老人

等困难群体。曾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等荣誉。

上图：陈文学（右

一）在用三轮车拉着

雷锋事迹展板去学校

宣讲。受访者供图

左图：陈 文 学 在

检查展览资料。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3 月的内蒙古包头，春风和煦、万物复

苏，位于青山区先锋道街道北嘉社区的

“陈文学红色志愿服务工作室”，迎来了一

批又一批的参观者。这里陈列展览着陈

文学收集的各类学习雷锋同志的书籍、剪

报和图片等。

年近鲐背之年，陈文学老人仍然精神

饱满、目光有神。为参观者讲述如何学习

传承雷锋精神时，陈文学老人中气十足、

条理清晰。

“ 学 雷 锋 不 是 喊 口 号 ，关 键 在 于 行

动！”陈文学用他 60 年的点滴善行，生动诠

释了这句话。

无论是谁，无论认
识与否，只要听说有困
难，他都会竭尽所能去
帮助

陈文学 1935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

县的一个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后，他光荣

入伍，并于 1954 年来到南京工作。在那

里，他带领 30 多名青年成立了“陈文学突

击队”，因为表现突出，1956 年，他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 那 时 工 厂 号 召 年 轻 人 支 援 边 疆 建

设，我作为共产党员，更要到最艰苦的地

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第

一个报了名。”21 岁的陈文学从江南水乡

来到祖国北疆，支援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

厂建设。“条件很艰苦，我们吃住在车间，

昼夜奋战，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陈文

学说。

从 1963 年开始，陈文学响应号召，在

日常工作中，以雷锋为榜样，无私奉献、乐

于助人，无论是谁，无论认识与否，只要听

说有困难，他都会竭尽所能去帮助。

陈文学曾在后勤部门工作，职工们有

什么实际困难，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一名

炊事员和儿子儿媳两代人挤在一间狭小的

平房里居住，空间十分紧张。陈文学跑上跑

下，向单位申请，终于帮这名炊事员分到了

一个包含里外间的平房，让这一家人的居住

条件得到了改善。

还有一次，陈文学得知单位有名需要

长年服药治疗的工人，但药物紧缺，在包

头当地买不到，他便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

会，跑遍了各大药房，为这名工友买到了

紧缺药品。

由于一次意外工伤，陈文学右腿髌骨

粉碎性骨折，现在走路仍然一瘸一拐，即

便如此，也没能阻止陈文学帮助他人的

脚步。

“那时候大家工资都不算高，但他总是

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我们家除

了留下必要生活开支，大部分工资都拿去

帮助别人了，起初我不太理解，甚至还听到

有人嘲笑他。”陈文学的妻子李桂英说。

每逢年节，家里都会有陌生人来拜访

陈文学，一开始李桂英还很纳闷。后来通

过聊天她才知道，这些人都是陈文学曾经

帮助过的人。这些陌生人的肺腑之言，让

李桂英对老伴多年来坚持做好事有了更

深的理解。

“全家人都积极支持我，而且是全家

一起做好事。虽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

太多物质财富，但给他们留下了一笔精神

财富。”陈文学说。

虽然工资不高，但
几十年来已捐款近 30万
元，退休后累计帮助上
百人

对于陈文学来说，退休以后，他有了

更多时间去做好事。

“我退休金不高，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钱更要用在关键处。”陈文学所说的“关键

处”，就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从身患重病的

人，到身残志坚的人，从家庭困难的学生，到

年近百岁的独居老人……这些年，陈文学尽

己所能地帮助他所知道的有困难的人。

12 年前，陈文学得知一名重度烧伤的

女孩因为缺少治疗费用，缺乏对生活的信

心，他立刻为女孩送去 500 元钱和一本《雷

锋日记》，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他还四处

奔走，前后组织三次募捐活动，最终筹集善

款 100 多万元帮助女孩治病。直到现在，

陈文学还常和爱心团队一起去看望她。

“碰到这件事捐几百，遇到那件事捐

几千，这些年他几乎把家里买房子的钱都

捐出去了。”李桂英说，粗略统计下来，几

十年来陈文学捐款近 30 万元。

陈文学还时常帮助一些独居老人，其

中年纪最大的是 109 岁的张大四老人。“他

常常会和协会的志愿者们一起去看望这

些独居老人，帮他们做家务，陪他们聊天，

送些生活用品。”包头市爱心公益协会志

愿者陈涛告诉记者。

社区里有一位独居老人，老伴已经去

世，子女也不在身边，常常将捡回来的杂

物随意堆放在门前屋檐下，邻居们意见很

大，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协调无果。

老人的老伴生前曾和陈文学是同事，

陈文学经常帮她买米买面，与老人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陈文学耐心地跟她讲堆放

杂物的危险性，并提出每月自掏腰包给老

人 150 元钱，就当他收购这些杂物了。老

人听从了陈文学的建议，答应处理这些杂

物，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捡了。陈文学还雇

了一辆三轮车，帮忙拉了七八趟，终于将

杂物全部清走。

据统计，退休至今，陈文学先后帮助

过 88 位病人、8 名困难学生、8 位 90 岁以上

独居老人，参加各类捐赠活动数百次。“以

前有人说我‘傻’，我不怕别人说，就是这

股‘傻’劲儿让我能坚持 60 年帮助别人。”

陈文学坚定地说。

宣传雷锋事迹，创
办工作室，传播正能量，
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
服务

如 今 ，陈 文 学 除 了 帮 助 各 类 困 难 群

体，还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宣传、传承雷锋

精神上。多年来，他义务向社会各界宣传

雷锋精神，受益人数达 20 余万人次。

“ 我 觉 得 ，学 雷 锋 必 须 要 从 娃 娃 抓

起。”陈文学承担了青山区先锋道街道关

工委和北重集团关工委的相关工作，并被

45 所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他还为孩子

们争取了很多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机会，

为学校捐献了《雷锋日记》《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等 400 余册书籍。

“每逢 3 月，我都会去各个学校宣传雷

锋事迹，通过主题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等

活动，以讲故事的形式，教育孩子们做雷

锋式的好少年。”陈文学说，为了能讲好故

事、与时俱进，他坚持每天读书看报、收听

广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陈文学买了辆三轮车，制作了 150 多

块雷锋事迹展板，购买了宣传画等 40 多种

展示材料。“每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国庆节，

我都会带着展板到校园、工厂、社区等地点

宣传雷锋事迹。”这些年来，陈文学累计组

织展出 400 多次，行程万里，吸引数万人

参观。

他每年定期组织孩子们到敬老院和

福利机构开展志愿服务，让雷锋精神如涓

涓细流般滋润孩子们的心灵，培养他们助

人为乐的品格。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北

重集团培训中心成立了一支近百人的“青

山义工队”，经常利用节假日到社区提供

志愿服务。

2016 年，先锋道街道在北嘉社区为陈

文学办起了“陈文学红色志愿服务工作

室”。陈文学将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雷锋

的几千册书籍、报刊、图片等资料捐献出

来，进行陈列展览。工作室逐渐扩建为两

层、300 平方米。据统计，工作室自成立以

来，已接待团体 2000 多个、5 万余人次，成

为包头市的志愿服务品牌。

陈文学还在先锋道街道的帮助下，成

立了先锋区域学雷锋志愿者联盟，将 48 支

志愿者队伍组织起来，搭建成一个以多种

形式传递正能量的平台。

“我小时候吃过苦，在党的培养教育

下成长起来，这让我无比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聊起自己做好事的初衷，陈文学

说，“我就是想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来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尽可能去帮助更

多人，把温暖带给更多人，让雷锋精神一

代代传下去！”

内蒙古包头退休老人陈文学，坚持学雷锋做好事60年——

把温暖带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张 枨

人贵有恒。陈文学把做好事视为共

产党员的分内事，60 年的坚持，让他在平

凡中创造了不平凡，正如涓涓细流汇聚

成大江大河。

陈文学曾被人误解过，但他始终坚定

不移，做了一辈子好事，帮助了很多有困

难的人，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和数

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与坚持。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

可为。如今，在陈文学的影响带动下，当

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学雷锋做好事的

行动中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

代代相传。虽已近鲐背之年，但学雷锋之

路仍在陈文学脚下不断向前延伸。

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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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双刺绣的手，让人印象深刻。

于常人而言，一般均为手掌起茧，但

这双手不同，连指尖都有老茧，戳上去还

硬邦邦的，何以如此？“绣了 30 多年，针

可没白拿！”标准的普通话脱口而出，记

者的思绪瞬间被拉了回来。

说话的人叫韦祖英（见上图，右，吴

德军摄），只见她头戴银饰，身着齐膝百

褶 裙 ，辅 以 围 腰 束 之 ，衣 领 、裤 脚 搭 配

鲜 亮 绣 片 。 打 量 一 番 后 ，记 者 不 禁 疑

惑，“明明年纪不大，咋有这么多年刺绣

经验？”

其 实 ，韦 祖 英 是 个“ 年 轻 的 老 绣

娘”。位于贵州省从江县斗里镇的马安

村，是典型的苗族村落。成长于此的韦

祖英，6 岁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贵州

不同地方的苗绣风格有所差别。我们这

里的刺绣，最讲究构图、用色、针法。”话

音刚落，韦祖英随手拿起一个纸片，即兴

演示起来。

只见剪刀沿边缘切入，时而蜿蜒迂

回，时而长驱直入，没出两分钟，唰唰声

戛然而止，刀线形成闭环，一对白色鸳鸯

跃然纸上。最难的构图部分，却在转瞬

之间一气呵成。

“构图是苗绣的重要环节，虽然设

计元素简单，但学起来一点不轻松。”韦

祖英介绍，苗绣图案主要由鱼、蝴蝶、鸳

鸯、花草等组成，这些元素均来源于生

活。构图的过程，就是琢磨有效组合、

搭配协调的过程。“大小相同的两块绣

片，上面都有鸳鸯，仔细比较就会发现，

它 们 的 大 小 、位 置 、动 作 、颜 色 各 不 相

同 ，但 看 着 很 协 调 ，这 就 是 设 计 的 功

力。”韦祖英说。

按照正常流程，绣娘要先把图案设

计好，然后再剪下来，但韦祖英却能同步进行。“图案来源很丰富，

去山里干活，发现朵朵盛开的花；到河边遛弯，看见鱼儿吐泡泡

……生活场景就是创作的好素材。”韦祖英说。

将剪好的纸片贴于绣布，韦祖英开始穿针引线。针线飞舞间，

形象立体起来，伴随着各色线条的使用，图案立即变得活灵活现。

待绣完最后一针，整体轮廓如流水般光滑，栩栩如生。

韦祖英透露，个中诀窍在于针法。“拿针的方式、针数的多少、

针线的松紧、排针的整齐，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刚接触的时候，韦

祖英连针都拿不稳，往往没绣几针，手指便酸痛不已。

庆幸的是，韦祖英从未放弃，哪怕指尖都磨出茧子。“以前，不

管是平时干活的便装，还是重大节日的盛装，都要一针一线自己

绣。”到十二三岁时，韦祖英就能独自绣出整套便服；又过几年，她

便能独自完成一套盛装。

“每段绣活，绣的时候都得疏密一致，排列整齐。”韦祖英解释，

为什么有的绣片容易起毛？因为拉线的时候没把握好力度，“一根

针线由几根细线组成，线本身就细，吃不住多少力气，稍不留神就

容易拉断，自然起毛无光。”

自打拿起针线，韦祖英再没放下。从学习世代传承的刺绣技

艺，到发展成产业，她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2008 年，韦祖英决

定创业，在老家办起家庭小作坊；2014 年，她成立苗绣专业合作

社，带动 600 余名妇女就业；2019 年，她又建起扶贫车间，吸纳 210
名搬迁群众就业。

“希望能把苗绣发扬光大，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大家一起过上

好日子！”受韦祖英影响，每天晚上，她上小学的女儿也学习刺绣，

“那双小手拿着针线，有板有眼地绣着，咋也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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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祖英，贵州从江人，6 岁学习苗绣，潜心

钻研 30 余载。她熟练掌握传统刺绣技艺，善

于 从 生 活 场 景 中 汲 取 创 作 素 材 ，通 过 一 双 巧

手，创作出活灵活现的作品。她还自主创业，

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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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月 21日电 （记者曹文轩）第三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 4 月中旬在海南省

海口市举办。记者 21 日从海口海关获悉：首批展品于当日

入境通关后运抵展会现场。该批货物共计 37 件，货值 14.9
万美元，包括服装、首饰、家具等品类。展品采用“一体化”

通关模式，运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后，经海口海关和广州海

关申报、验放后转运至海口。

据了解，第三届消博会将成为今年中国四大国家级展

会中首场线下举办的展会，展览总面积 10 万平方米，其中

国际展区 8 万平方米，国内展区 2 万平方米。海口海关方面

表示，相较于前两届，本届展会境外参展的品牌和展商数量

有了显著增加。

为加快推进第三届消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海口海关

提前对接参展企业展品进口需求，针对性指导企业利用“单

一窗口”完成展品暂进备案、通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

在报关现场，设立“消博会通关绿色通道”，提供 7× 24 小时

全天候通关服务，确保参展商品和物资“零延时”通关。

据了解，目前展会已吸引境内外各类采购商团组和特

邀嘉宾近 4 万人报名。本届消博会境外客商规模大幅增

加，尤其在海南恢复入境免签政策后，得到了多个国家专业

采购商的积极响应。

第三届消博会首批入境展品通关

本报石家庄 3月 21日电 （记者张志锋）“最近天气干燥，风也比

较大，防火形势严峻，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给村民宣传防火知识，同时

要在各网格片区开展防火检查。”一大早，河北省武安市北安庄乡大

洺远村党支部书记兼三级网格长尹昭凯就给村里的四级网格长、网

格员安排当天的工作。

去年以来，武安市以创建河北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为契

机，以乡镇、片区、行政村、村组为单位依次划分乡村四级网格，围绕

“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通过优化完善网格设置、加

强数字技术应用等一系列举措，以党建引领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有

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据介绍，目前武安市共划分 23 个一级网格、187 个二级网格、

502 个三级网格、2438 个四级网格，并在各级网格上成立了 1800 多

个党小组。各级网格长、网格员入户串门，及时宣传最新的政策法

规和其他注意事项。同时，网格长、网格员们通过走访、座谈等调

研形式，全面了解社情民意，从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入手，推动

乡村治理见实效。截至目前，武安市各级网格长、网格员累计办理

完成 2705 件民生实事，其中发展集体经济方面 785 件、化解矛盾隐

患 方 面 217 件 、关 心 服 务 群 众 方 面 707 件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方 面

996 件。

河北武安——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见实效

近年来，北京市大兴区全力推动“种苗核心区”及“华北瓜菜种苗产业基地”建设，育苗产业向科技化、规模化方向快

速发展。截至目前，大兴区已有 24 家集约化育苗场，今年预计将实现育苗超 1.5 亿株。

图为农技人员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四季阳坤集约化育苗场进行育苗管护。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