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习雷锋“一辈子”的奉献精神
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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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雷锋精神最重要、

最本质的所在。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

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一辈子”的奉献精神，或“一辈子”的服务精神，是雷锋精神最

根本、最主要的方面。虽然雷锋只活了短短的 22 年，他的生命是有限

的，但是雷锋的精神是永恒的。

“一辈子”的奉献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一般人是如

此，对于领导干部更是如此。有些贪官也不是一开始就坏，一开始就

贪，他们之中有些人是“贫寒的少年、奋斗的青年、辉煌的壮年、悲惨

的晚年”。为什么是悲惨的晚年呢？他们到一定的职务了，有的甚至是

省部级、副国级了，就变坏了，开始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晚节不保，以

至身陷囹圄，甚至被判处死刑，既可恨又可悲。所以，一定要有“一辈

子”的奉献精神。

二、学习雷锋“一颗心”的“傻子”精神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过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

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么，我甘心情愿

做这样的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

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在这里，雷锋讲了

“甘心情愿”、“一个心眼”，意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三心二意，也不能半心

半意。做清官是大智慧，做贪官是大混蛋。笨蛋装聪明人是一种危险，聪明人装笨蛋是

一种阴险。有些人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一颗心”的“傻子”精神是非常难能可

贵的。

三、学习雷锋“一块砖”的敬业精神
部队经常讲“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困难哪

里去”。有的人说这是“驯服工具论”，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让干什么就

干什么，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专一行。雷锋就是这样，他早年

在县里当通信员，就是模范工作者。开拖拉机，他是优秀拖拉机手。到了鞍钢当工人，他

又是先进工作者。到了部队，他是先进战士。入了党，他是优秀党员。当了班长，他是模

范班长。他不但汽车开得很好，还经常帮助别人，不断提高驾驶技术。他当选为人民代

表，积极参政议政。这就是雷锋“一块砖”的敬业精神。他说：“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

呢？”他还说：“我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整个机器需要大的部件，也需要螺丝

钉，把你安在那儿，你就要发挥作用，而且永不生锈。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参加工作，就

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见异思迁，频繁跳槽，什么也干不长，什么也干不好，这是

不行的。

四、学习雷锋“一颗钉”的学习精神
雷锋曾说过：“有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工作忙，而在于

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时间总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

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

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

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雷锋的挎包里总是带着

书，有空就学习，确实发扬了“钉子”精神。鲁迅先生也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

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现在我们党提倡建立学习型社会，我们每个人就要成为学习型

个人。有些人强调忙，没有时间学习，这种人即使有了时间，也不会去学习。我们要活到

老学到老，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

五、学习雷锋“一团火”的助人精神
雷锋说过：“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凡是跟雷锋

接触过的同志都说，雷锋的确像“一团火”，他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他是个热心肠的大好

人。他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他总是尽力而为地帮助别人，给别人带来温

暖。据雷锋生前的战友介绍，雷锋个子不高，但是个很标致的小伙子。军装、鞋子洗得发

白，整洁得很，娃娃脸，圆圆的，很健谈，嗓音洪亮，笑时有一对酒窝，讲话带着浓浓的

湖南口音。雷锋就像一团火燃烧着，周围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暖。雷锋因公殉职后，

有一次连队开支委会，有人惊异而兴奋地喊：“哎，雷锋回来了！”他在战友们的心中，

是那样鲜活、那样亲切、那样难忘！

六、学习雷锋“一滴水”的团结精神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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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孕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

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工作的岗位上？”咱们听听，雷锋的语言是多

么漂亮，又是多么深刻！雷锋的“一滴水”精神，包括两层层含义：一层是，你是一滴水，

就要滋润一寸土地，发挥你应有的作用；另一层是，雷锋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虽然他

获得了很多很大的荣誉，但他始终坚信：“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涸，一

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他认为自己永远是

大海中的一滴水，是沧海一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所以雷锋能够很好地尊敬领导、团

结同志、帮助他人。

七、学习雷锋“一线光”的磊落精神
雷锋说：“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雷锋就像一面旗帜，就像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他都是光明磊落的。雷锋获得了很多荣誉，得

到了很多表扬，但他也有受委屈的时候。当年，部队有人说雷锋和驻地女青年谈恋爱，

这在过去是绝不允许的。领导为此和他谈话，雷锋实事求是地汇报说，自己正年轻，正

是增长知识、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婚姻问题不用这么忙，自己确实

没有和驻地女青年谈恋爱。他虽然受了委屈，但他是怎么想的呢？雷锋想，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对别人的反映和意见，虽然不准确，但也不能拒绝。哪怕只有 0.5%的正确，也

要虚心接受。现在有的同志还不了解自己，冤枉了自己，受了一点委屈，这个没什么，干

革命就不怕受委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组织继续考验自己吧。这就是雷锋，受了委

屈也不埋怨，哪怕有 0.5%的正确也虚心接受。他光明磊落，实事求是。这就是雷锋“一

线光”的磊落精神。

八、学习雷锋“一把油”的奋进精神
雷锋开始学驾驶汽车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只要再加一把油，勤学苦

练，虚心学习，是一定能把汽车开好的。”他刚参军练习投掷手榴弹，因为个子矮、力气

小，开始总也投不远。他就加班加点，起早摸黑地练，自己给自己加“一把油”，最后终

于达到了优秀的水平。雷锋还生动地比喻说：“工作和学习的关系就像点灯加油一样，

点灯如果不加油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只有不断地加油，灯才会明亮。人只有不断地努力

学习，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做好工作。否则就会落后，甚至犯错误。”他不断地给自己

提目标、提要求，就是不断地给自己加“一把油”。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与时俱进。

第九、学习雷锋“一家人”的鱼水精神
雷锋写道：“松柏树，根连根，石榴结籽心连心。解放军和老百姓，本来就是一家

人。”雷锋做好事，一是在部队里，还有就是在地方上。雷锋因公殉职后，在抚顺市，给

他送葬的就有 20 多万群众，可见雷锋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是多么崇高。我们经常歌

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雷锋时时刻刻不忘老百姓，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千方

百计地帮助老百姓，尽量解除他们的疾苦和困难。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现在学习雷锋“一家人”的鱼水精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我们军人来说

尤为重要。过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是很密切的，是真正的鱼水关系。现在

这几种关系，不同程度地淡漠了，甚至遭到严重破坏了。在有些地方，与老百姓的关系，

不再是鱼水关系，而是出现了另外这么三种关系：一是蛙水关系，就像青蛙对水那样，

需要的时候就进去一下，不需要了就跳到岸上来；二是油水关系，油与水是溶合不到一

起的；三是水火关系，这就更要不得了。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忘记老百

姓。人民最可爱，人民最可敬，人民最可怜，人民最可畏。我们要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的古训。现在人们经常说这样两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这两句

话，要全面地看待，正确地分析。“端起碗来吃肉”，是肯定改革开放的成绩，是感谢党

和政府给人们带来的实惠。对“放下筷子骂娘”怎么看？一个轮胎要有出气孔，没有出气

孔就可能爆炸。一个社会，也要允许老百姓说话。骂娘，是因为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

老百姓还把党和政府当成娘看待。如果什么时候人们不把你当做娘看待了，那就可能

出大危险了。

十、学习雷锋“一分钱”的节约精神
大家知道，雷锋是节约标兵。他本来可以领两套衣服的，但他只领了一套。他穿的

袜子补了又补。雷锋还有一个节约箱，他经常把牙膏皮什么的捡来卖钱交公。他甚至利

用业余时间到地里拾粪，支援农业生产。他经常说：“要节约一分钱、一颗粮、一度电、

一滴水。”雷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雷锋对自己很节俭，对他人很慷慨。他当工

人时每月有几十元工资，当兵后每月才有六块钱津贴。他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不但在

银行里存了 100 元钱，还先后给灾区群众和有困难的战友家里寄了 200 元钱，须知这

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项。虽然现在条件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奢侈，不能浪费，更不能

贪污受贿。雷锋有句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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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雷锋同志“一分钱”的节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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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1982 年的一天，正在新疆核试验基地

服役的栗志仁和战友黄兴安外出执行任务，开车行进在茫

茫荒漠之中，栗志仁突然发现路边躺着两个人。参军三年

的他对沙漠天气十分了解，一定是遇到了风暴，马上停车。

原来是两名修路工人，一个蒙古族，一个哈沙克族，巡路时

遇到大风，所带食物和水都被掩埋，已经两天没有水喝，如

果不能走出沙漠，就会有生命危险。栗志仁给二人喝了水，

与战友一起将他们扶到车上，直奔库尔勒延吉道班。

故事二：1983 年 11 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开

车往兵站运送给养的栗志仁，在山路上遇见一老一少冒雪

爬行，四下渺无人烟。志仁和同车的饲务员岳本华商量，得

救救这两名少数民族群众。于是主动停下车，在敞篷内物

资中间腾出一块空间，将维族老太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扶

上车，老人满口感谢谢，“谢谢解放军”。两个小时候，老人

和孩子在一个居住点附近下了车。谁料，到站后才发现车

上的物资丢了许多，栗志仁因此还受到首长批评。

故事三：1986 年一天，栗志仁因公驱车到长

治，行至屯留县境内一个石灰窑附近。突然看见一辆车将

骑自行车的妇女挂倒在地，当场失语，神智模糊。而肇事车

却浑然不知，扬长而去。栗志仁见状，立即停下车，将该女

子扶上自己的车，把摔坏的自行车拉在后盘上，将伤者送

到市人民医院。待妇女清醒后，找来家中亲戚，志仁才离开

医院，临走还将损坏了的自行车修好。事后月余，栗志仁竟

然接到市交警大队电话，让他到长治处理事故。好在，现场

附近烧石灰的群众及时提供了证明，栗志仁才没有因救人

摊上官司。

故事四：1989 年初秋的一个雨夜，从沁源回来

的路上，大雨阻挡了视线，栗志仁行车非常小心。行至万井

余村附近，雨中一个模糊的身影闪过。栗志仁想，这么大的

雨，此人有多大急事，深夜冒雨赶路？猛又一想，不对，那瘦

小的身影，是个孩子。想到这儿，栗志仁果断停下车，冒雨

追了上去。果然，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从亲戚家出走，

因找不到回家的路，顺着公路走了一下午，而且越走离家

越远。栗志仁把孩子抱上车，孩子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后

来，问明孩子，家在南池乡北城村。可是，栗志仁车上拉着

满车煤炭，雨又大，送孩子到家有困难。再说，长时间雨淋，

孩子已经感冒。这时，他想到了迎春医院的熟人，路过将孩

子托付给他，既可及时保暖进食，也能得到医治。次日，孩

子平安被朋友送回了家中。

故事五：1990 年一天，栗志仁到襄垣为单位拉

煤，路过夏店地段，发现一辆工具车发生侧翻事故，伤者血

液从车轿内流到了车外。栗志仁二话不说，停下车上前施

救，在过路群众帮助下，把车内五人抬至自己车上，火速送

往夏店医院救治。结果除一人医治无效外，四人痊愈出院。

事后被救方榆次怀仁醋厂给贾志仁送来一面锦旗，上写

“救人危难，精神可嘉”。

故事六：2014 年 11 月某天早上，西北风陡起，

湖面结上一层薄薄的冰。习惯晨起锻炼身体的栗志仁，行

至连拱桥东，远远看见一妇女在百米前的湖边落水，身躯

不停地在水中挣扎，一边大呼“救命”。行伍出身的栗志仁，

不假思索便跳进水中，当他试图将那位妇女拉上岸的时

候，发现脚下的水体越来越深，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并不

会游泳。情急之下，他一边死死拽住女子的胳膊，一边大声

向路人求援。这时，沁县中学校长赵树川看到眼前危情，当

即拨打 110，同时喊来周围群众一起投入施救，落水妇女被
成功救起。而此时，栗志仁却悄然从人群中消失了。

编者语：听贾志仁讲他的故事，似乎在说别

人，不是记者穷追猛打，这些事他是不会给人讲的。他说，

自己就是做了一些平常事，不值得炫耀。包括那面唯一的

被救者送来的锦旗，他很快就扔一边了。但在采访中发现，

59 岁的贾志仁浑身伤病，1982 年在部队受伤，造成耳聋的

毛病，至今未能康复。后来又患上脑梗，2014 年底因股骨头

坏死多次住院治疗。如今，医生说他身上还有核辐射带来

的诸多后遗症，根本无法痊愈。

一个自己都需要照顾的人，却时刻不忘帮助别人。在

别人遇到危难时，他总是不计后果挺身而出。在贾志仁身

上，是满满的正能量，是昂昂的正气歌。他用行动诠释了我

们民族固有的成人达己、舍己为人的精神内涵。

老兵栗志仁：六次援手救人 抒写人间正气

边二方，现年 69 岁，段柳人。曾担任长治学院图书馆

长，现为长治市书协会员。

边二方自幼喜好书法，但并不为人所知。二十年前的一

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边二方因祸得福，几年时间，在长治书法

界脱颖而出，成为响当当的书法大咖。

边二方患的是脑中风，身体右侧完全偏瘫，全部丧失运

动功能。虽经过长期医治，仍然未能痊愈。至今，用来写字的

右胳膊还不能顺利抬举。就在这种情况下，边二方决定重拾

自己年轻时的爱好，练习书法。他咬着牙关，强忍病痛，坚持

练习。每每抬笔，汗流浃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用残疾

的手写出漂亮的字，人们无不惊讶。

边二方喜欢临写毛泽东主席的字，他看着毛泽东诗词手

书，认真揣摩，刻苦练习，临仿的字大有以假乱真的效果。他

将作品送交书法界的大师指点，都说了不起。边二方也更加

有了信心，日以继夜，练笔不停。某杂志将他的作品给予发

表，声名再度远扬。2008 年，边二方出版了《边二方书法》，而

且只身骑着自行车上北京，以此纪念奥运举办和国庆。他边

走边写边展示，一路经过长治、太原、大同，进入北京。三十多

家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从此，边二方书法影响进一步扩大。十

几年来，他四处展览，四处讲课，乐此不疲。

边二方爱写毛体，也兼行草楷篆，他的字别具一格，自

由旷达，许多作品为海内外纪念馆和爱好者收藏。近来，边

二方还致力于书法教学，走进社区、中小学，办展览，办讲

座，使很多年轻人了解了国粹，拿起来毛笔。他组织的无涯

书社，常年招收社会人员和青少年学习书法。他说，保证不

收一分钱，免费教，免费学。2016 年新春期间，边二方还

在我县文化馆搞了书法展览，期间走进二中等学校，教孩子

们写字。

边二方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推动全县书法学习，将

我县早日将建成全国书法之乡。为此，他还在不停地奔走。

（“ 无 涯 ” 书 社 授 课 时 间 周 六 周 日 ， 联 系 电 话 ：

13333559342）

残疾书家边二方：学毛体学做人

栗志仁档案：现年 59 岁，1978 年参军，在新疆 8023
部队服役，1984 年转业到县文物馆工作，1997 年调县城
建局工作至今。从当兵那天起，栗志仁多次见义勇为，主动
援手救人，先后六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 12 个生命脱
离危情，转险为安。

1982 年风暴中救助筑路工人
1983 年戈壁雪地救助维族老太和 7 岁儿童
1986 年救助屯留受伤妇女
1989 年雨夜救助北城村迷路少年
1990 年路遇车祸主动抢险救人
2014 年舍生援救西湖落水女

在正式讲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毛主席 1963
年 3 月 5 日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重要题词的有关情况。

在这之前，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把《中国青年》杂志请
求毛主席题词的信呈给了毛主席。据林克回忆，他根据雷锋事
迹拟了十多条参考词，每一条是学习雷锋的一个方面，供毛主
席参考。

3 月 5 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全国报刊发
表，潇洒的毛笔行草和谐地布局在一张普通信纸上。只写了七
个大字，没有采用林克拟定的参考词。可以这样说，毛主席的
题词最简短、最精炼，含义也最全面、最深刻。

毛主席为什么没有采用林克提供的参考词呢？他老人家
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事情，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优
点，而是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一贯做好事
而不做坏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实效，不要搞形
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也要带头学雷
锋，才能形成好风气。”这是毛主席讲的学雷锋的一段极其重
要的话。

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这段话，反复阅读了 《雷锋的故
事》和《雷锋日记诗文摘抄》，经过长期思考，我提出学习雷锋

“十个一”，也就是学习雷锋的十种精神。这是我个人的学习体
会，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可能不准确、不全面，提出来供大家参
考指正。

学习雷锋同志“十个一”
田永清

□小 洲

小洲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