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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路灯的高速公路上，成
为一盏为过往司乘照亮旅途的路灯，
在平凡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亮，全
心全意地奉献与坚守。”“90后” 高速
公路工作者贺智丽说，这就是他对新
时代雷锋精神的理解。

贺智丽是湖南高速集团娄底分
公司原涟源北收费站收费班长，坐在高速收费站的岗亭里
服务过往司乘。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份安全的工作，贺智丽
和他的家人也曾这样认为。然而，2022年3月31日，一辆过
路货车轮胎起火爆炸，让挺身而出灭火的他，在病床上躺
了好几个月。

一年过去，记者再见到贺智丽，他已经恢复了九成，还
去了温塘中心站内勤岗位，协助办公室处理一些日常行政
事务。前段时间，人手紧张，贺智丽被临时调配支援收费工
作。“可能肩膀上的关节还有点没恢复好， 有些后遗症，顶
班收费做手势的时候，肩膀有时候抬不起来。”

贺智丽笑着告诉记者，被炸伤后，妻子廖遥丽只顾着照
顾他，没有多说什么。“没想到，等我身体慢慢好转，妻子还
是责备我当时不顾后果地冲上去。没多考虑到小孩，没考虑
下这个家。”

贺智丽有一双儿女，大儿子也才7岁，孩子们至今都还
不知道他被炸伤这件事。“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主动和他们讲
这件事，那一定是教他们要助人为乐，或者是如果他们遇到
了挫折，我会用这个故事去鼓励他们。”

在外界看来，是贺智丽的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才避免
了人民财产遭受更大损失，这是新时代青年对“雷锋精神”
的完美诠释。如今，每当想起被炸伤那天的情景，贺智丽的
脑海中还是会浮现那辆冒着火焰的货车， 和司机惊恐无助
的表情。“如果再遇到车辆起火，我肯定还是会冲上去灭火，
我的同事们也会冲上去。”

这不是夸口，而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贺智丽说，来到新
岗位，“希望自己以后在工作上有更高层次进步， 有更多学
习的机会。”

10年留灯照亮夜
归人回家路的“60后”“留灯阿姨”

孙美华；20多年来始终热心公益的“70
后” 企业家邓宇光； 疫情初始时逆行武汉抗疫

65天的“90后”志愿者郑能量、帮货车灭火被炸伤
的高速人贺智丽；爱学习爱拼搏的“00后”阳光学子陈
翔宇……

在我们身边，不乏各个时代“雷锋”们的身影。他们在
雷锋精神“沐浴”下成长，又在大事小事点点滴滴中践行雷
锋精神的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见义勇为、自强不
息。

时代变迁，雷锋精神却永不过时。
雷锋精神是什么？连日来，面对三湘都市报记者的

采访，冲“锋”在前的他们这么说。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张浩王智芳叶竹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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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雷锋精神是什么？“追锋者”用自身行动给出答案
本报对话多位不同年代的“身边雷锋”：60年，雷锋精神一直都在，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00后”阳光学子陈翔宇：做一个会发光懂得感恩的人

“90后”高速人贺智丽：舍身救人，成为为过往司乘照亮旅途的灯

小城“暖事”多。2021年，
长沙市白沙街道的孙美华，坚
持10年为小巷里晚归女孩点
亮一盏夜灯照亮回家路，故事
被三湘都市报报道后，如同一
阵和煦春风吹暖整个城市。两
年过去，从默默无闻到众人皆

知， 孙美华还是一如既往，“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
起”，携爱而行。与此同时，她在期待着自己唱响的
这首新时代“雷锋之歌”， 能有更多青年人来与之

“同声共舞”。
2023年伊始，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孙美华的

小店前时常有人慕名前来拍照“打卡”。也许是因为
换了新招牌，看过早先报道照片的网友们有些不敢
确认，纷纷徘徊在店铺前，小声嘀咕着“是不是找错
了？”直到看到孙美华熟悉的面孔，才一边欣喜地喊
着“留灯阿姨”，一边围上前去。

经过几次改造， 小巷里的路灯比10多年前要
明亮许多，但孙美华还是坚持要留一盏灯，因为“外

面的灯没有家里灯的那种感觉， 少了
份等待的温暖”。大功率的路灯

与小超市招牌上那排小小
的暖黄色灯光相比，并

非“不够亮”，而是不
及那一份爱与温

暖。

孙美华
的小店还免费
提供饮用水。夏天是
凉茶和盐开水，现在天气冷就是温开水，用保温瓶
装着。天气一冷，桌台上的电热水壶就总是烧着。
附近学校的学生跑来买水喝， 孙美华总是递上一
杯温度刚刚好的水。如今，看着孩子们排着队来喝
水，孙美华心里很开心，“孩子总是喝饮料不好，多
喝温水身体好！”

孙美华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数十
年坚持着身边可及的小小良善，日积月累，哪怕小
流也会汇成大海。她自己可能忘记了，但被她留灯
关照的女孩们记得，被她叮嘱少吃垃圾食品、少喝
饮料的孩子们记得，被她故事所打动的人会记得。

“我理解的雷锋精神就是做好事、 做善事，平
时生活点滴中的举手之劳”，孙美华说，“这就是我
一直坚持在做的。”

孙美华深刻记得发生在1990年的一件事。一
位骑自行车的老人不小心摔在地上， 她马上把老
人扶了起来。看到她上前，周围有些犹豫的人也都
出手帮忙， 有的扶自行车， 有的和她一起搀扶老
人。“所以你看，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先站出来，大家
就都会跟上。”孙美华说。

她曾经为城市的夜行人点亮过一盏灯。现在，
她想使自己成为一盏“灯”，“灯光”下，越来越多微
光聚集，把时代照得更加明亮璀璨。

“60后”“留灯阿姨”孙美华：
为晚归女孩10年留灯，愿聚集万千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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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内心、 真善美的世界，
我相信不管哪个时代都需要雷锋，这
也是我想成为的雷锋。”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湖南建工集团青
年员工郑能量如此定义新时代雷锋精
神。3年前，他用行动证明着，年轻一代
可以扛得起时代给他们的责任。3年

后，他还是不爱煽情，不怕吃苦，对生活充满热情。
“知道此行凶险，已抱必死之心，始明不惧之志。如果我命

数至此死在了疫区， 就把我的骨灰无菌处理后洒在长江里。”
疫情初始时，武汉封城的第二天，郑能量逆行而上，自驾赶赴，
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司机。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每天
驾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义务接送一线的医务人员、转运
物资，为需要出行的市民提供帮助，这一干就是65天。

武汉市民尊称他为“最美摆渡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为他点赞。

“3年一晃如天过，退步原来是向前。我做的也是非常
微小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这是在帮助别人，更谈不上英雄。
我认为那是别人给我一个机会在历练我、成就我。”回忆起
疫情暴发时，一腔热血去武汉的情形，郑能量坦言，“就好
像你所在的单位，同事有困难的时候，你也会伸手帮忙，是
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2021年7月20日，得知河南遭遇洪灾，郑能量花了两天
时间从山东、安徽、湖北、陕西四省募集了70万元物资，连
夜送往河南灾区。

“我觉得我做了该做的， 对知识的渴望、 对爱情的追
求，对人类无尽痛苦的共情。”说这话时，他认真地看向坐
在身旁的爱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所要去做的人、 所要形成的
一种社会风尚。 这个时代有雷锋， 下个时代会有张锋、李
锋。”在郑能量看来，社会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英雄，需要
的是更加健全的制度和每个人都发自良善的言行。

“90后”志愿者郑能量：每个发自内心的良善，便是时代的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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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企业家邓宇光：20余年奔走济困，“公益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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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不分年代，我是听
着雷锋故事长大的。 不论哪个年
龄，我们都要学雷锋做好事，做个
优秀的志愿者， 只要讲付出讲奉
献，雷锋精神就一直在传承。”

邓宇光是一位企业家， 更是
一名志愿者。20多年来领着一群

公益人，奔走湖湘，翻山越岭，帮贫扶困，行程数万公里。
杞林村，在郴州安仁大山深处，风景秀美但曾经

贫困，而今正悄然巨变。村里还有多少留守儿童？还
有多少户亟需帮扶的人家？农货销售还有哪些麻烦？
邓宇光带着团队，走遍村里每家每户，去寻找答案。
这个细致的男人，不愿做走马观花的事，在小本子上
密密麻麻地记着。寻访结束，他和团队马不停蹄地开
了“小诸葛亮会”，整理出了制约杞林村发展的22条，
还拿出了未来的帮扶计划。

夕阳渐下，9岁的谭欣（化名）站在校门外，使劲
挥手，送别刚牵手的邓伯伯，满目不舍。

爸妈去深圳打工了，两年回来一次，她一直跟着
奶奶。很少有人像他们这群人一样关心自己，温暖的
礼物像春风吹进心窝。

“要帮，就先帮孩子、帮教育。”每次组织爱心公
益活动，邓宇光都会提前安排采购书包、书籍、衣服
和体育用品。衣服的尺寸、书包的材质，他都会亲自
把关去选。

杞林村位处深山，年轻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留
守儿童不少，资源也很难得到合理开发。

“孩子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细节。”说起孩子，邓宇
光眼睛清亮。他认为，孩子应该是每个家庭的关注重
点，帮助孩子向上与向善，真正温暖每一对小翅膀，
可以真正照亮山野里的村庄。 他更希望通过爱心帮
扶带动村子振兴。

3月5日，学雷锋日，邓宇光还会带着大家再访杞
林村，要去建立“新农村教育基地”,用知识改变命
运。此外，他还将结合当地农业特色，对村子资源进
行整合开发，引导村民开发农副产品，带动乡亲们发

展乡村经济。
“村子富起来了，村里才能留住人。乡村振兴搞起

来了，年轻人在家门口就有事做、有班上，留守儿童和
留守老人的问题也能得到妥善解决。”对如何给留守的
孩子接回远方打工的亲人，邓宇光有着自己的规划。

“做公益和雷锋做好事一样，一旦做了，你就没法
停下来。”说起公益初心，他笑容和煦，“如果我能去改
变，为什么还要等待？”

公益是一束暖光，邓宇光曾是等光者，后来是追光
者，而今已是造光者。

小时候， 邓宇光一家六口住在郴州宜章的钨矿工
棚，父亲久病，全家人靠母亲挑石头、做小工养活。窘境
之下，靠着周围好心人的接济，他考上大学。事业略有
所成后，他发起成立“红领巾星基金”（和清爱心公益基
金前身），为贫困山区、受灾地区捐款捐物1000多万元，
在全国各地开展爱心公益行， 同时也在省内外捐建了
多所“和清爱心公益基金示范学校”。

“公益有一种神奇的引力。 如果我有能力去改变，
那我为什么要等待。”邓宇光心中的公益，起而行之，胜
过坐而论道。

多年公益行动后，他再做惊人之举：将公司事务交
给职业经理人，自己则专注于公益慈善。他创立的“和
清爱心公益基金”，不募捐，不接受外来捐款，所有捐助
款项全由他的公司承担。

一年春节，邓宇光带着孩子回外婆老家。家门口有
一条河， 村民出行靠渡船， 摆渡老人给他讲了一个故
事，一名解放军排长回家探亲，为救一个落水小孩牺牲
了。邓宇光夜不能寐，此后便筹资捐建了龙凤大桥。

“一个人能温暖一群人，那一群人就可以改变更多
人。”邓宇光的公益哲学简单明了，他默默地做着自己
认为该做的事，改变着自己能够去改变的人与地，即使
是在获得“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十佳人物之后。

从事公益20余年， 邓宇光一直关注贫困山区的孩
子，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帮助孤寡老人。此前多年，关于
他的报道，寥寥无几。

不追浮名，潜心公益。奔走湖湘，传递暖意。

两年前， 她背着一个比自己还大
的茶包艰难前行，一图刷屏，湖南安化
的陈翔宇被大家所认识， 爱学习爱拼
搏的她如愿考上了大学， 并成为当年
的“阳光学子”。

如今， 她已经是湖南财政经济学
院大二的学生， 英语专业的她自学摄

影摄像。3月1日，记者再次见到陈翔宇，她还是那么的自信、
阳光，笑容不变。“常怀感恩之心，做一个会发光的人，雷锋
对待任何一件事都是克服万难、全力以赴。”陈翔宇说。

再次说起高考后那个暑假的打工经历，陈翔宇颇有感
触，“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才切实了解到了父母的生活状
况，也感受到了工人的辛苦。也给我打开了通往成人的道
路，从被父母娇养的小孩慢慢蜕变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进入大学后，陈翔宇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团，大二上
学期开始还担任了部门的部长。“经过一个学
期的磨练， 现在对部门的工作熟悉了起
来，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也确立了

一些小目标，正在和小伙伴们一起讨论和落实。”
陈翔宇告诉记者，望城是雷锋的故乡，平时也会和社

团的同学们一起去湖南雷锋纪念馆， 学习先辈的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看来，雷锋的乐观、对生活的热
爱、无私奉献，都源自于一颗感恩的心。”

“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 家里确实也周转得很艰难，爸
爸妈妈也一直都在想办法。不过现在云开疫散了，我相信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从大一开始，陈翔宇就一直利用假期，在
和她的目标就业方向有关的活动或行业里进行社会实践。

虽然目前还在就读大二，但陈翔宇对自己人生有了清
晰的规划，“未来我想做跨境电商，帮家里卖茶叶，减轻家
里的负担。”自强不息，这也是陈翔宇对雷锋精神的践行和
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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