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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本禹

雷锋是我的偶像，我是雷锋的

铁杆粉丝。我真正走进雷锋的精神

世界，是大一的时候，我读了那本

《雷锋日记选》。在雷锋精神的感召

和激励下，我走上了志愿服务的道

路。这条路，走了20多年，一直到现

在。一路走来，我收获了许多感动，

也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一路走来，也

让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和体悟。2022年，我萌生了用诗歌

来表达对偶像崇拜和敬意之情的想

法。我不是诗人，充其量算个诗歌爱

好者，加之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落笔。

从2024年 9月开始，我利用晚上和

周末的时间，重温关于雷锋的书籍，

走进雷锋纪念馆，开始了与雷锋的心

灵对话。这个过程中，我被感动着、

温暖着，好几次泪水湿润了双眼。完

稿的那一刻，我在想：这也算自己为

弘扬雷锋精神所尽的一份力吧！

雷锋，我的偶像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在小学的课堂上，
老师教我们集体学唱。
从那时起，
您的榜样形象渐渐地，
渐渐地印刻在我的心上。

步入大学的殿堂，
从那本《雷锋日记选》里，
我看到了您青春灿烂的模样。
您的形象是那么鲜活，
那么给人以力量。
从那时起，
我把您视为青春偶像。
在刻苦学习中汲取知识的力量，
在帮助他人中收获快乐与成长。

背起行囊，
踏上赴黔支教的列车，
我把那本《雷锋日记选》带在身上。
在那深幽的夜晚，
借着煤油灯和蜡烛的微光，
穿越时空长廊，
我来到您的身旁，
您把知心的话细细地给我讲。

“有理想有出息的青年人
必定是乐于吃苦的人。”

“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
不做湖岸河旁之柳。”
……
您的话语温暖着我的心房，
给我克服困难、拼搏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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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写给自己的这句话，
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在工作上，
是否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在生活上，
是否勤俭节约、引领风尚？
对标偶像，
在差距中找到努力的方向。

无论走过多少时光，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上，
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要大声说，
斩钉截铁，理直气壮，

“雷锋，您是我一辈子的偶像！”
我要大声说，
斩钉截铁，理直气壮，

“雷锋，您是我一辈子的偶像！”

慈祥的母亲

美好幸福的童年，
是依偎在妈妈的怀里面。
那个秋天，
妈妈离开了人世间。
无尽的思念，
只能深埋在心里面。

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您感受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
自己成长进步的每一天，
都缘于党的关爱在身边。

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您感受到幸福美好的明天。
自己鼓足干劲的每一天，
都缘于把党的恩情记心间。

亲爱的党啊！
如同慈祥的母亲那般。
大爱无言，
真情无限。

亲爱的党啊！
如同慈祥的母亲那般。
情深似海，
恩重如山。

党的号召，
母亲的呼唤。
不忘初心，
奋勇向前。

党的号召，
母亲的呼唤。
不忘初心，
奋勇向前。

青 春

青春啊，青春。

在花开的季节，
用持久芬芳装扮四季如春。
在奋斗的年纪，
用拼搏与汗水让梦想成真。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青春。

是您告诉我们，
真正的青春，
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
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永远谦虚的人。

您就是这样的人，
对群众的感情是那么的深。
您就是这样的人，
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身。
您就是这样的人，
在工作岗位上总是那么拼。
您就是这样的人，
在成绩面前始终谦虚谨慎。

把您紧紧追随，
做像您一样的人。
书写无悔的青春，
书写真正的青春。
把您紧紧追随，
做像您一样的人。
书写无悔的青春，
书写真正的青春。

活着的意义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都要思考活着的意义。
为谁活着？
为他人还是仅仅为自己？

您学习了《毛泽东选集》，
感受最深的是，
懂得了怎样做人，
为谁活着。
您把这句话写进日记：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您用行动诠释活着的意义。

为了慰问住院的伤病员，
您把中秋节发的月饼和苹果拿起。
您在慰问信中写道，
请接收一个战士的心意。

得知战友家中的亲人生病，
您挂念在心里。
您悄悄地把钱寄去，
以战友的名义。

您参加青年突击队，
改良方法进行和泥。

泥坑结起冰碴，
您把雨靴一掷，
跳进泥坑，光脚和泥。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您始终把他人装在心里，
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您始终把无限热爱融入工作，
体现在点点滴滴。

您将生命熔铸到为人民服务的
事业里，

一曲动人的青春赞歌传颂在祖
国大地。

是您，
让我们懂得活着的意义。
将“小我”融入“大我”，
这样的人生才最美丽，
这样的人生才会留下持久、无

悔的回忆。

什么是幸福

时时处处，忙忙碌碌，
我们从未放慢追求幸福的脚步。
静静地打开，细细地品读，
在您的日记里，
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幸福。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为党的事业把自己的一切付出，
这就是幸福。
多为人民做点好事，
帮助人民把困难克服，
这就是幸福。

您那灿烂的笑脸，
写满人生幸福。
您那灿烂的笑脸，
感召同行一路。

无我奋斗，
不让人生虚度。
心中有爱，
始终无私相助。
这就是通向幸福的路。
同行一路，
我们必将收获幸福，
收获幸福。

为了谁？谁最美？

步履匆匆，年年岁岁，
茫茫人海中我是哪一位？
仰望星空，人生回味，
为了谁？谁最美？

是您让我懂得，

在平凡的岗位上要倾情挥洒汗水。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忘我付出，坚守岗位。

是您让我懂得，
把需要帮助的人当成兄弟姐妹。
做积小善为大善的乐施者，
真情相助，用爱抚慰。

是您让我懂得，
遇到困难要懂得乐观面对。
做高山岩石之松，
不惧风雨，勇敢无畏。

为了谁？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中去，
为这更加美好的社会！
谁最美？
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
奋斗着、奉献着，把爱传递的身

影是最美！

我要把您紧紧追随，
为这更加美好的社会，
做最美！
我要把您紧紧追随，
为这更加美好的社会，
做最美！

一滴水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打开您的日记，
在穿越时空的追问里，
我读懂了您的希冀。

做一滴水，
将个人融入集体。
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汇聚奋勇向前的磅礴伟力。

做一滴水，
将真情注入百姓心里。
无论何时何地，
永远和群众紧紧地连在一起。

做一滴水，
化作爱的发光体。
牵手我和你，
将爱的阳光洒满大地。

一滴水，
滋润一寸土地。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一滴水，
滋润一寸土地。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挤与钻

有些人说，
忙忙碌碌的一天天，
腾不出学习的时间。
是您让我们懂得，
学习的时间，
在于善不善于挤，
在于愿不愿意钻。

“早起点，
晚睡点，
饭前饭后挤一点，
行军走路想着点，
外出开会抓紧点，
星期假日多学点。”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您总结的学习方法，
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抓紧生活的每一天，
像钉子那样挤与钻。
抓紧生活的每一天，
像钉子那样挤与钻。

螺丝钉

螺丝钉，螺丝钉，
小小的螺丝钉。
带着热爱，带着感情，
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践行使命。

螺丝钉，螺丝钉，
小小的螺丝钉。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在平凡的岗位上，
追求卓越出彩人生。

螺丝钉，紧紧地拧，
螺丝钉，紧紧地拧。
我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心 声

轻轻地打开，
静静地聆听。
穿越时空，
我听到了熟悉的心跳声。

在生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
您再次写下自己的心声。

“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这心声是那么真诚、那么深情。

您将誓言融入生命，
您将生命化为永恒。
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这是时代呼唤的一脉相承。

带着感情，
俯身倾听。

虚心请教，
提升本领。

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这是时代呼唤的一脉相承。
我们要把心声化为行动，
我们要把心声永远传承。

做个英雄

有这样一个梦，
澎湃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有这样一个梦，
憧憬着自己可以成为英雄。
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
敢于冲锋。
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
无惧牺牲。

在小学毕业典礼上，
您真情地吐露自己的心声：

“做人类英雄”，
“我一定要做个英雄”。
您是那么深情，那么动容。
做个英雄的种子，
在您的心中深深播种。

像黄继光那样的革命先烈，
是您心中的英雄。
那本《黄继光》，
您含着激动的眼泪无数遍地读诵。
那本《解放军画报》，
您把黄继光的遗像剪下，
贴在日记本上，也印在您的心中。
您说：

“每天写日记，
我要先看看他，想想他。”
这是您在与英雄对话，穿越时空。

在英雄的精神滋养下，
播下的那粒种子在萌生。
在英雄的精神感召下，
您 将 无 限 的 热 爱 注 入 有 限 的

生命。
在点滴坚持中，在无我付出中，
您铸就了生命的璀璨与永恒，
成为了我们心中的英雄、人类英雄。

您是我们心中的一盏灯，
我们永远追随着您，一路前行。
立志做英雄，
敢于冲锋，无惧牺牲。
立志做英雄，
敢于冲锋，无惧牺牲。

（作者系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先后被
授予“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全
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中国十大
杰出青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等荣誉称号）

唱响雷锋之歌（组诗）

雷锋在短暂的一生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去”，诠释了何谓无私奉献，更照亮了无数青年的人生旅途。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始终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重要力量。新时代的雷锋精神，藏在陌生人
间的守望相助里，藏在志愿者奔忙的身影里，藏在
那些微小却足以温暖人心的善举中。

愿更多青年追随雷锋那束光，在善意的流转
中温暖他人，在无私的奉献中丰盈自己。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
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
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
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 安培君（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教师）

那是 20多年前的事了，也是在这样

一个明媚的春天。

清明假期，我随父亲回故乡，那个远

在南山之上的平遥的小村庄。原本以为

回去可以找表哥表姐们玩几天，却发现

他们都在忙着上学。

“他们怎么不放假啊？”

“村里的孩子，哪有假期，有点时间

就往学校跑，忙着学习呢。”父亲笑着对

我说。

“真的假的？我不信。”我撅着嘴，以

为是父亲编的谎。

“你不信？咱们这就去看看。”于是

父亲带着我，向村里唯一的那所小学走

去——这也是他儿时就读的小学。走下

一个坡又一个坡，不知转了几个弯，终于

到了。要不是门口木牌上“军寨小学”几

个字，还真以为去了哪家废弃的厂房。只

见铁门内只有两排平房，矮矮的，秃秃

的，绿色的门咿咿呀呀，风一吹就摇摇欲

坠。门前是土地，门后也是土地，一个草

绳拴起的木秋千就算是游戏设施了。顺

着砖砌的小路往里走，两间教室的窗敞

开着，一间里是与表哥表姐同龄的大孩

子，另一间里是和我一般高的小孩子。大

家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低声地背诵着

什么，语速快极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快的背诵声，正好

奇之际，看到父亲和一名老教师攀谈起

来。原来这位老教师是本家亲戚，父亲请

求他让我跟着低年级一起上两天课。

“我？我可以进去吗？”我可太渴望进

教室看看了，这些小朋友穿的和我不一

样，口音和我不一样，连课本都和我的不一

样。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只要是自己没有

的，就必定感兴趣。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走进

教室，走向最后一排的座位。

课桌是老式的木制通桌，3 人共用一

张，课椅则是一条长长的板凳，有些年久失

修，凳腿也松动了，一些接孔中还塞有木

屑，以维持凳子的平衡。凳子上一个清秀的

男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然而嘴里喃喃地

背着，并没有停。

“你好，我叫圆圆，我来和你们一起上

课。”我率先开口了，然而他并不理我。

“你叫什么呀？”我继续追问。

“亚南。”许是看我有些无措，他把手里

的课文挪了挪，示意我一起看。

这是一本很旧很旧的课本，边都卷了，

封面上写着好几个班级和姓名，一行行涂

了，下边又一行行写着。应该是家里哥哥姐

姐用过的课本吧，然而里边的笔记字迹清

秀，密密麻麻，写满了知识点。

“这……我不太会读。”一篇长长的散

文，我根本没学过。

“那我背一句，你跟一句。”亚南说。

孩子交朋友就是这么简单，一次对话，

就能走进彼此的心里。我们的话匣子就这

样打开了。后来在课间聊天，他说他喜欢背

书，可惜村里除了课本什么都没有，要买书

得去 30 公里以外的县城。这散文也好、课

文也罢，只要是书上有的，他们都要背下

来。因为老师说了，读的没有城里孩子多，

那就多背些东西，学得扎实点总是没错的。

放学时，我在亚南后边排队，然而嘴始

终没停。我看到了校门外的一朵小红花，高

兴地说：“呀，玫瑰花！”

亚南乐了：“山里怎么会有玫瑰呢？这

就是朵野花而已。”

可是作为城里娃，我只在书本里见过

红色的玫瑰，所以主观地认为，只要是红色

的花就都是玫瑰，于是固执地说：“谁说的，

山里也能长出玫瑰！”

亚南笑笑说：“好吧，你说得对，没准山

里真的能长出玫瑰来。”

我回到了城里后，总忘不了亚南的眼

睛，那有些懵懂却又坚定的眼神，还有他喜

欢“背书”的特殊爱好。于是我从自己的书

柜中翻找出了许多课外书，寄送给亚南他

们班一整年的《儿童文学》杂志。当我郑重

地打包好之后，我详细地写清了学校地址，

只在落款处想了又想，写什么呢？想来想

去，最后写上了“山里的玫瑰”几个字。“他

们会记得我吗？他们还能想起做了两天同

学的我吗？”我心中十分忐忑，直到邮件寄

出许久，我还在梦里梦到校门口那红色的

“玫瑰”在大山里摇曳。

说也奇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自从我

寄出这包课外书后，我变得更加爱看书了，而

且我也开始尝试背诵许多文段。每当我拿到

新的课外书，我就想起村小里琅琅的背书

声，想着那些与我做了两天同学的同龄人学

习比我刻苦多了，我也不能落后。于是，在平

行时空里，我与他们进行着看不见的竞争。我

好怕自己一不努力，就被许多个“亚南”超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自己理想的

大学，只是不知道亚南考到了哪里……

许多个春天过去了，我很久没有回老

家了，老家的窑洞也坍塌了一半。还是腊月

里要去给老宅贴对联，我才回去了半日。贴

完对联后，无处可去，我想着去旧时去过的

小学转转。沿着山路往下走，路线是对的，

只是昔日的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农村的学

校大量合并撤校，村里的孩子也都去镇上

或者县城读书了。我望着空荡荡的校园发

着呆，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你——是圆

圆吗？”

是谁呼叫我的乳名？我赶忙回头。

“真是圆圆啊！我是亚南！那个读到了

你送的《儿童文学》的亚南呀。”

我打量着眼前这个高大俊秀的男士，

似乎又看到了儿时那双懵懂却又坚定的眼

睛。攀谈中得知，他考上了南方一所知名师

范院校，现在已经是深圳一所学校的教师

了。“你知道吗？每年我都会组织我的学生向

老家镇上的学校捐书，署名依然用的是你曾

经用过的‘山里的玫瑰’，我多想让大山里的

孩子们知道，我能考出来，你们也能考出来，

只要肯努力。谁说山里不能长出玫瑰呢！”

“原来你都记得！”我竟有些激动。

“何止呢？我还自己写书，把自己出版

的书也捐出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篇作品

就是发表在《儿童文学》上，我把你给我们寄

书的事情用童话的形式写下来了，没想到一

投就中了。”亚南越说越起劲，我们互留了联

系方式，约定返工后寄给我他写的书。

回城的路上，我看到山崖边几朵红色

的野花倔强地绽放着。“真美啊，这山里的

‘玫瑰’。”我感叹道。而我，也把这段美好的

经历凝结成文字，让它在心中永远地绽放

出玫瑰的芬芳……

山里的玫瑰

□ 谭 鑫

鞭炮轰鸣声里，张阿婆正踩着屋前的

碎砖路往村口走。元宵刚过，她的胳膊弯里

挎着竹篮，胭脂萝卜在里面顶着露珠，脆生

生的抱子芥摞成了小塔。走到石坝边的老

槐树下，她总要扶着粗糙的树皮歇一歇，浑

浊的眼睛望向村道尽头。

直到看到我在远处冲着她挥手，张阿

婆眼神中的雾顿时清明。

10年前，我刚到这个南方小村时，张阿

婆的腰还没弯得这样厉害。记得那个闷热的

夏夜，我正被漏雨的屋顶弄得手足无措，忽

然听见木门吱呀轻响。打开门，一个老人拎

着一个竹篮立在旧伞下，里面躺着半块蓝印

花布，还有一罐冬瓜薏仁汤：“听李会计说，这

间老房分给了城里来的女老师，今晚雨大，

我猜屋头肯定漏水，这是去年给孙女做被面

剩下的布……”一身狼狈的我本想掩饰，却

不知该如何开口谢绝，最后只能接过阿婆递

过来的礼物，连声道谢，邀请她进屋坐坐。

那夜，和我一起收拾好老屋的残局，夜

已过半，张阿婆的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

容，眼神里透着关切。末了，她轻声说：“姑

娘，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尽管说，咱们村里人

都是一家人。”那一刻，刚刚大学毕业的我，

仿佛有了回家般的温暖，原本陌生的异地

乡村生活也第一次生出了亲切感。

一年深冬，张阿婆的独子在外省工地

上摔断了腿。消息传来后，隔天村头小学的

石板操场上，已默默堆起腌好的腊肉、晒干

的菌子，还有裹着红纸的零碎票子……像

一袋袋满满的牵挂，等待着邮递员前来揽

收。这个看似贫困的小村里，每户人家都有

这样的半匹布、几块瓦、一篓炭……总在有

人需要的时机出现。这些琐碎的往来，像乡

人惯用竹篾编织的箩筐、箢篼，盛着砂砾般

细碎的温情和日常。

那天，张家院子里虽然弥漫着一种沉

重的氛围，但村民们却用实际行动给予了

张阿婆鼓励。邻居们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

语地安慰着张阿婆，有的帮忙联系医院，有

的帮忙照顾家务……张阿婆眼中纵然也闪

烁着泪花，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

场景，让我想起初到这里时的那个雨夜，“远

亲不如近邻”的重量，从未让我如此感同身

受，我见识到那种在困难时刻相互扶持的合

力，并由衷深信其足以抵御一切风雨。

彼时，我也不知道形单力薄的自己，能

为张阿婆做些什么，只能学着张阿婆当年

对我的方式，悄悄拜托同在省城的朋友，有

空时帮忙照看张阿婆的儿子，哪怕是一床

冬被，即便是一碗热汤……没想到朋友一

口应下，最后竟比我想象中做得更好，成为

一个我值得托付的人。

而我后来才知道，每个支教老师都有

一张看不见的课表，第一课永远是学会接

受善意，手掌要先学着摊开，才能更好地握

住粉笔。离开小村那天，张阿婆塞给我一大

包晒干的艾草，她曾一直念叨着山村湿气

重，要我备着调气驱寒。长途汽车转过山坳

时，我看见她依然站在老槐树下，蓝布衫被

山风鼓成一片颤动的云团。她的身影在风

中变得格外瘦弱，腰像有些显形的弓。

我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再见这个充满温情的小村，再见到这些善

良的人们。

但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

也许在同样的一个夏天，也许就在万物复

苏的春天。

——朋友和我讲完这个故事的那天，

恰好也是个雨天。

那天傍晚我刚从写字楼出来，豆大的

雨点正砸在玻璃幕墙上。便利店的檐下挤

满了人，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把书包顶在

头上，就要往雨里冲。“等等！”收银台后的姑

娘忽然探出半截身子，抓起货架上最后一把

伞塞到她手里，“明天记得还回来就行”。

后来这把红色的伞宛如一件信物，在

楼宇间流转。我曾见到保安在炎热的夏季，

把它撑在一个拄拐杖的老先生头顶，护送

他穿过 3条斑马线，老先生步履蹒跚，每走

一步都艰难得冒汗，但或许是有了这把伞

的陪伴，他的脸上露出肉眼可见的心安。透

过玻璃的反光，我仿佛看到平日里坚实硬

挺的伞骨，在烈日下有了慈悲的弯度。

梅雨时节加班的深夜，我走出办公室

才发现外面又下起瓢泼大雨，当我被困在

楼里百无聊赖时，我发现这把伞正静静地

立在茶水间，捧起它，我发现伞柄上贴着便

利贴：“给需要的人。”字迹被水汽洇得模

糊，却足以让夜归人握住干燥的温暖。

异乡人的暖意，总在时间的缝隙里悄然

生长。有一天，一个女同事在公司胃疼得蜷

成了“虾米”。保洁阿姨看到后，关切地询问她

的情况，并坚持和同事一起把她背到医院。

当同事第二天回到工位时，发现桌上多了一

份小米粥，打开盖子，金黄色的粥里正煨着

腾腾热气，这份关照依然来自保洁阿姨……

生活里的暖意细碎但足以动人，像深秋梧桐

叶间洒下的斑驳光影，不经意就落满衣襟。

前些日子刷到一个视频，在早高峰地

铁上，有个西装笔挺的男青年，在紧急刹车

时替一位宝妈挡住拥挤的人潮，她怀里的

婴儿忽然抓住他胸前的工牌咯咯笑。视频

很短，不知为何却给了我长足的慰藉，通过

屏幕，我仿佛看到他用身体撑起了一把伞，

晨光穿过了车窗，细微的暖色分布在每个

人身上，像无数粒星辰正在复苏发芽，于车

厢中织就人间的银河。

也许真正的玫瑰从来不在橱窗，也不

受城乡地域的限制。它生长在邻居院墙伸

延过来的枝藤上，活跃在陌生人瞬间交错

的温度中，盛放在每个把微光捧给长夜的

手掌心。当我们把最后一瓣芬芳赠予他人

时，花刺便卸下了尖锐和防备，融作掌纹里

温柔的褶皱。

掌纹的温度雷 锋 那 束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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