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外连线学雷锋·人物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伍中信： 在长
沙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很有必
要。雷锋是全国文明的标榜，我认为现代社会文明可以更
多地讲求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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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 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胡旭晟： 要从
法律和制度层面来维护“雷锋”， 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建议国家和省一级出台相关规定，保护助人为乐的精神。

委员热议
“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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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长沙，雨。早上5点，彭友良
迅速从温暖的被子里爬起来， 开车前往
观沙岭小区。 这已经是他两年来的一个
老习惯了。 从去年开始， 每逢周三和周
六， 他都会免费接送60岁身患尿毒症的
徐建浦去医院做透析。

彭友良是长沙蓝灯的士的一名出租
车司机， 是这个城市里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一员。但正是有了这些普通的一员，
长沙这个雷锋的家乡， 正在以自己特有
的方式践行“雷锋精神”。

【要不要学】 这是不是一场秀？
2月22日，长沙市声势浩大地启动了

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 争当雷锋传
人”活动，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学雷锋作
秀”的质疑。有人在网络上公开发表题为
《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作秀何必为难
孩子》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对于每天
沉浸在题山书海中的学生而言， 会用心
来续写雷锋日记吗？

这到底是不是一场秀？ 至少有一点
是事实：通过这场活动，有很多学生认识
了雷锋，知晓了“雷锋精神”。

一位叫“马牧人”的网友在博客里写
道： 学雷锋活动需要有形式， 哪怕是有
“秀”的成分，只要能把雷锋精神所体现
的无私、关爱、理解和奉献继承下去，并
且发扬光大就好。

【学什么】“雷锋精神”的全新诠释
每个时代对于“雷锋精神”的定义都

不一样。 对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雷锋
精神”到底意味着什么？

长沙市委、市政府将此定义为：做好
“五个人”。即：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的人，
与时俱进、爱岗敬业的人，利人利他、团
结友爱的人，艰苦朴素、道德高尚的人，

诚实守信、求真务实的人。

【怎么学】“软指标”变为“硬任务”
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学雷锋活动的常

态化，长沙公布了新举措，这样的力度，长
沙还是第一次。

随即， 高规格的学雷锋活动小组成
立，学雷锋活动指导处也宣布成立。长沙
市还强化了考核机制， 注重把学雷锋活
动由“软指标”变为“硬任务”，纳入各单位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统筹安排。

【谁来学】 从“普适性”到“广泛性”
望城区委的一位干部说，为了推进学

雷锋活动，春节后上班，他们一直都在忙。
与机关忙着学雷锋一样，学校、企业、

宾馆、社会团体纷纷参与其中，各种学雷
锋活动正在长沙此起彼伏。

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相继涌现了学
雷锋小组4万多个、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
3000余支，从事学雷锋志愿活动的志愿者
达30多万。一段时间里，在公众生活慢慢
淡出的“雷锋叔叔”形象，正在“长沙模式”
的推动下，开始强势回归。 ■记者 曾力力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3月5日是学雷锋
纪念日。今天，以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
胡彪为第一提案人，联名所有在湘全国政协
委员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
呼吁创新学雷锋活动方式，让学雷锋活动常
态化。提案建议，将雷锋日扩展到3月学雷锋
月，并设立“雷锋奖”作为中国公民道德建设
最高荣誉。

改“雷锋日”为“雷锋月”
每年的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 这一

天， 全国各地处处学雷锋， 处处见好人，但
是，短暂的热闹过后归于平寂。当雷锋离开
我们50年后，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住“雷锋”？
提案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 建议将学雷锋日扩展到学雷锋月，拉长
周期， 通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宣传教育，把
雷锋精神融入群众本职工作和日常生活中，
让雷锋精神深入持久的弘扬下去。

呼吁立法为“雷锋”护航
提案建议，创新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践载体

和形式，如：开展学雷锋活动可同创先争优、爱
心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结合起来，设计更
多有利于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特色鲜明、简单
易行的形式，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针对目前存在的个别误伤爱心的现象，
提案呼吁，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法规，不断加
大保障力度，细化保障办法，健全社会诚信
体系，营造友爱互助、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
为全社会学雷锋保驾护航。

设“雷锋奖”为道德最高奖
提案认为，雷锋精神的生命力需要通过

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来传承和延续。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雷锋精神，必须注重挖
掘不同领域、 不同类型的学雷锋先进典型，
大力宣传一批来自群众、有血有肉、真实可
信的模范人物， 使雷锋精神更加贴近实际、
更富时代气息，更能打动人心、引领风尚。

建议参照茅盾文学奖等以个人名称命
名的行业最高奖项，设立“雷锋奖”，每年举
行隆重颁奖仪式， 将奖项颁给乐于助人、默
默奉献的公民标杆，使“雷锋奖”固化为我国
公民道德建设的最高荣誉奖项。

■记者 王文

在湘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创新学雷锋活动方式，改“雷锋日”为“雷锋月”

“雷锋奖”：公民道德建设最高奖

为农民工义诊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今日， 由共青团湖
南省委、省青联举办的医药卫生界学雷锋义
诊活动在北辰三角洲工地举行。农民工接受
了来自湘雅医院、长沙南湖医院、省人民医
院专家教授的义诊服务。

医院专家现场为农民工发放了健康宣
传手册、免费骨病贴膏、皮肤类药品、感冒药
品等，深受大家的欢迎。长沙南湖医院还带
来了体检卡， 持卡农民工可享受免费体检；
湘雅医院的专家为农民工提供了牙科、眼科
疾病咨询。 ■通讯员 南风

3月4日晚，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举办了一场“雷锋在我身边———道
德楷模”颁奖典礼。由全校师生海
选出的四名学生和一个社团，成为
“道德楷模”的获奖嘉宾。来自该校
文法学院的大二学生田莉，从14岁
起拼命打工，8年资助十多个贫困
儿童的事迹，让现场许多同学流下
了感动的泪水。田莉也被评为“无
私奉献的道德楷模”。

21岁的田莉出生在吉首市龙
山县农村，家境贫寒。初中时，田莉
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打零工，挣来
的钱大多捐给了同村几个很贫困
的小学生。到高中毕业，她已经累
计资助了十几个小学生的学费。

来到大学时，她每个周末都出
去做兼职， 只要能赚钱帮助孩子
们，再苦再累都没有阻挡她奔波的
脚步。为了能多省些钱，她一顿饭
只吃一个菜。打工之余，田莉还在
继续寻找需要资助的孩子。

有人笑她傻，还有人认为她在
作秀，“本来就没钱还逞什么强？”
但田莉的回答， 让人觉得心头一
震：“我是可以等有钱了再去帮助
他们，但这些贫困的孩子，如果现
在不帮，他们就失去了读书的最好
时期。”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蒋艳娟

“90后”勤工俭学
8年资助十余贫困儿童

学雷锋的“长沙新模式”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二学生田莉从14岁起拼命打工，8年资助十多个贫困儿童。图为她和受助孩子的合影。 通讯员 蒋艳娟 摄

长沙现场

专家说法

长沙市社科院院长、社科联主席贺代
贵表示， 雷锋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符号。在
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雷锋精神能引领社会
风尚，能发挥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
度的重要作用。同时，雷锋精神能有效地
凝聚人心，形成道德合力，共同夯实执政
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雷锋精神也能成
为社会发展新的着力点，能成为社会和经
济发展新的生产力。

雷锋精神能成新的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