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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叔叔”，是几代中国少年儿童

心中最温暖的偶像。走进抚顺的雷锋学

院和雷锋纪念馆，一张张黑白老照片留

下了雷锋和孩子们的合影，定格了一个

个温暖的瞬间。照片中，雷锋和孩子们笑

得是那么开心、灿烂，洋溢着那个火红年

代的幸福与纯朴。

　　雷锋于 1960 年 10 月 10 日受聘为

抚顺市建设街小学(现雷锋小学)校外辅

导员。干一行、爱一行，雷锋是一名优秀

的校外辅导员，经常到学校看望孩子们，

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

　　照片中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他们

有哪些鲜为人知的雷锋故事？在雷锋牺

牲 60 周年之际，记者找到了照片中的三

个“孩子”，听他们讲“我和雷锋叔叔照

相”背后的暖心故事。

　　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古稀老

人。时光飞逝，雷锋的模样永远印刻在他

们的脑海中，雷锋的教诲成了他们永恒

的美好回忆。

　　从下乡干活不怕吃苦，到缝补袜子

勤俭节约……和雷锋相处的日子，在孩

子们的心中播下了不怕困难、乐观向上

的种子。离开雷锋的日子，他们以实际行

动践行雷锋精神，体现在点点滴滴的平

凡工作和生活中。

　　雷锋和孩子们合影的背后，是一名

深深热爱着祖国和人民的士兵的纯真情

感。60 多年过去，当我们再看到这些照

片时，仍然能被其中的温暖、质朴与幸福

所打动、感染。这也许就是雷锋精神的

魅力。

  ▲ 2022 年 8 月 5 日，孙桂琴（中）、刘文
革（左）、韩颂东（右）在抚顺雷锋小学合影留
念。          本报记者杨青摄

　　“雷锋长着一张娃娃脸，总是笑盈盈的。每次一进门，同学们
就围上去抢着跟他说话，像和自家哥哥唠嗑一样。兴致来了，雷
锋还会和男同学‘掰腕子’，坐在班级中间，操着一口湖南话问，
谁来和我比一比？”
　　盛夏时节，73 岁韩颂东在抚顺家中，向记者讲起一段跨越
62 年的往事。在她身后，摆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那是 20 岁
的雷锋和孩子们的合照，包括韩颂东在内的十多个孩子围拢在
他身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是 1960 年的冬天，下课铃一响，雷锋叔叔就来了。”大
家都很高兴，簇拥到雷锋身边。韩颂东回忆：“虽然中午大伙肚子
饿得咕咕叫，可雷锋叔叔来了，也就把饿抛到脑后了。”
　　那年，雷锋在韩颂东所读小学——— 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
学（现雷锋小学）任校外辅导员。62 年过去了，当年懵懂的女孩，
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但雷锋亲切、热情的模样，依旧深深刻印
在韩颂东的脑海里。
　　她说，雷锋在部队刻苦训练，胳膊经常练得肿起来。有时和孩
子们“掰腕子”，禁不住“车轮战”，也会败下阵来。雷锋也不生气，
而是问同学们：“你们是咋想的？”一个男同学抢着说：“要想赢你，
就得咬着牙拼到底。”雷锋笑着说：“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
　　“他肯吃苦，不服输，总教我们乐观面对困难。”这样的雷锋，
深深印在韩颂东的脑海里，也成为她日后的行为榜样。
　　“有一次下乡割麦，手上被划开十几道口子，一瞬间鲜血就
把手染红了。可我咬牙坚持，也不喊疼，农民大妈心疼我，撕下布
条帮我把手包上。第二天继续坚持干活。大家都不敢相信我还能
坚持下地。我说，雷锋叔叔告诉过我，不要向困难低头，遇到困难
时，要勇敢坚持下去。”韩颂东说。
　　雷锋喜欢孩子，出差也惦念着他们。出差超过三天，他就会
写信，询问同学们“学了些什么，有没有进步”。快到期末，他还把

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铅笔，送给同学们做奖励……
　　与雷锋接触多了，韩颂东心里也埋下一颗种子：长大后要成
为一名老师。一天中午，韩颂东把这个愿望告诉雷锋，雷锋一个
劲儿地说好。
　　 1970 年，韩颂东成为抚顺师范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如
愿成为一名老师。
　　应该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这是韩颂东一直思考的问
题。“这么多年思来想去，还是雷锋叔叔给我的启发最大，是他教
会我怎样当一名好教师，那就是要爱学生。他总是关心每一个遇
到困难的孩子，走进他们的内心，想尽办法帮助他们。”
　　从教 36 年，她不怕吃苦，坚持给学生讲雷锋故事，让雷锋
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第一课。
　　韩颂东还有一次和雷锋去家访的珍贵经历。
　　“怎么家访，也是雷锋教给我的。”韩颂东回忆，有一次，她和
雷锋去吴同学家进行“家访”。这位吴同学爱逃课，家庭也不和
谐，校里校外总挨骂。
　　刚进门，吴同学的继母就一直嚷嚷着孩子的不是。雷锋见
状，先是夸他善良，懂得体谅人，又说：“您也不容易，咱们一起帮
助他，培养他成才。”吴同学觉得雷锋能和他心贴心，打心眼里为
他着想，因此也愿和雷锋交心，听“雷锋叔叔的话”。
　　这样的家访路，当了老师后的韩颂东走了上千遍。她利用假
日进学生宿舍，访学生家庭，几乎每一名学生的家里，都留下了
她的足迹。“是雷锋教给我的，带学生不能怕苦，不能让任何一个
孩子掉队。”
　　教学生涯中，韩颂东当过教务处干事、班主任、党支部书记、
招生办负责人、德育教研室主任等。韩颂东说：“不管我做哪个岗
位，都不改变我的宗旨：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永远传承
雷锋精神。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作风不变，本色不变。”

　　如今，教了半辈子书的韩颂东，依然坚守在雷锋精神的讲
台上，践行着“长大后我要成为你”的诺言。
　　从抚顺技师学院退休后，韩颂东依然积极参加学雷锋志
愿活动，随时到抚顺市各社区讲党课。她坚持每年回到雷锋小
学为孩子们讲述雷锋故事，还定期到雷锋纪念馆当志愿者。为
了准备讲稿，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经常要熬到夜里一两点。每
次讲到“掰腕子”的故事时，老人会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就好
像回到当年比赛的教室一样。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雷锋教给我的，我也想这么
做。”韩颂东说，从成为雷锋的学生那天起，自己的人生就“钉”
在这条路上——— 一条永远热情、永远奉献的路。

韩颂东：雷锋和同学们“掰腕子”

  ▲ 1961 年，雷锋和建设街小学的孩子们合影，
后排左三为刘文革。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提供）

  ▲ 1960 年冬天，雷锋与建设街小学孩子们合
影，右二为韩颂东。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提供）

　　 70 岁的刘文革有一张珍藏在身边的老照片。
　　照片中，七八个小朋友高兴地将雷锋围在中间，其中一个扎
着两条麻花辫、身穿碎花外套的小女孩，更是咧着嘴笑嘻嘻地趴
在雷锋的左肩。
　　这个小女孩，就是小学生刘文革。
　　 60 多年过去，作为雷锋曾经辅导过的学生，刘文革既幸
运，又自豪。
　　“雷锋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激励我去追求高尚的人生，这是
我一生的方向。”刘文革说，“我永远怀念他”。
　　 1960 年，8 岁的刘文革进入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学（今
雷锋小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刚刚入伍不久的雷锋承担起建设
街小学校外大队辅导员的工作。
　　在同雷锋近两年的接触中，令刘文革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件
小事。
　　幼时的刘文革生活比较拮据，一家 8 口人全靠父亲上班维
持生计。一次雷锋来学校组织活动，爱美的刘文革想打扮得漂亮
一些，特意穿上了母亲做的花衣裳。正当她美滋滋地要出门时，
才发现脚上的袜子破了洞。
　　刘文革转身便央求母亲给她换双新袜子，可母亲不仅没给
她换，反而唠叨她好几句。“最后我穿着破袜子，噘着嘴就去了学
校。”
　　一进教室，身为辅导员的雷锋就发现了不高兴的刘文革。

“他看到我就主动走了过来，问我因为什么不开心。”了解事情缘
由后，雷锋便耐心地开导她。
　　“他说袜子破了补一补就好，解放军叔叔们也是自己补袜
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还告诉我要学会艰苦朴
素，学会劳动，会劳动就不会再穿露脚趾的袜子了。”刘文革说。
　　“会劳动就不会再穿露脚趾的袜子”——— 雷锋简简单单一句
话，却对年幼的刘文革触动很大。那天回到家，刘文革主动拿起
针线，学着补袜子。母亲看到很是诧异，刘文革便把雷锋教她的
话原原本本地给母亲讲了一遍。

　　“后来我母亲还把这件事讲给邻居听，说我不听她的话，但
雷锋叔叔说啥就做啥。”忆及此处，刘文革眉眼间都带着笑意，

“现在说起来，都是幸福的回忆”。她说，是雷锋教她如何做人，这
是她一生的幸运。
　　在她的眼中，雷锋是一个温和、亲切、活泼的人。
　　“他个头不高，但眼睛特别有神，讲话很温柔，带着湖南口
音，而且笑容特别亲切。”刘文革回忆，“那时候我还很小，许多细
节都记不太清，但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特别可亲可爱”。
　　为人和善的雷锋很快就成为孩子们关注的对象。“当时老师
让我们喊他‘雷锋叔叔’，但实际上他更像是我们的大哥哥，给我
们讲故事，关心我们的生活，有时候还会跟我们开玩笑，大家相
处很融洽。”刘文革说。
　　正因为这样，学校里的孩子们都盼着雷锋常来。每次雷锋一
来，孩子们都像小燕子一样叽叽喳喳围在他身边。有一次听说要
跟雷锋合影，孩子们更是都争着抢着上前。
　　然而，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第一次出现在刘文革手上，已是
十多年之后。“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那张照片上，而且我后来还
改过名字，同学们都没能找到我。”直到一次她参加团代会，被现
场的老同学认出，这张照片才辗转到她的手里。
　　“一看到照片，我的心情就特别激动，那两年与雷锋相处的点
滴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从此，刘文革便将这张照片视若珍宝，
夹在老旧的浅蓝色笔记本里，放在挎包中，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
　　这张照片对她是提醒也是鞭策，“我是雷锋辅导过的学生”

“我不能给他丢人！” 
　　得知记者上午要来采访，早上不到 5 点刘文革就起床了，
戴上老花镜，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当年雷锋来当辅导员的点
点滴滴。“现在岁数大了，很多东西不写出来就都忘了，但我始终
记得雷锋教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她回忆，那时雷锋几乎每隔一两周就会来学校一次，给大家
带一些学习用品，做忆苦思甜报告，还提倡在学校搞“三件宝”活
动，在每个班级设立节约箱、储蓄箱、针线包。

　　“像平时上下学路上拾到的铁钉、牙膏皮等废弃物，大家
都会主动放到节约箱里，然后换钱作为班费。日常积攒的零花
钱也会存到储蓄箱里，用来帮助家庭困难的同学买书买本。”
刘文革说，雷锋精神一直陪伴着同学们的成长。
　　尽管雷锋做校外辅导员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但却在孩子
们心中种下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
　　工作 30 年来，刘文革陆续被评为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三
厂厂区先进个人、公司优秀共产党员、抚顺市优秀共产党员，
还给厂区的子弟小学当过校外辅导员。“这一切都归功于雷
锋。”刘文革说：“因为我时刻记着自己是雷锋辅导过的学生，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雷锋，不能给他脸上抹黑。”
　　为了纪念雷锋，刘文革在儿子和孙女上小学之前，每年清
明节都领着他们给雷锋扫墓。祖孙三代一起了解雷锋、学习雷
锋，刘文革一家都和雷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雷锋辅导过的学生，我儿子曾经当过雷锋储蓄所的
所长，我孙女就读过雷锋小学，所以雷锋精神在我家代代相
传。”刘文革说：“我要把我知道的雷锋讲出来，让更多的人了
解他、学习他。”

刘 文 革 ：雷 锋 教 我 劳 动 和 做 人

　　 2700 余场——— 孙桂琴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几乎踏遍了祖
国每一个角落，向人们讲述雷锋事迹。从北部边陲到西沙群岛，
从西部边疆到东部海岛，从山村打工子弟小学到北京大学……
即使疫情期间，她仍然坚持在线上与大家分享那些动人故事。
　　这些故事，源自一张照片、一条红领巾。
　　 1962 年 4 月，正在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学（现雷锋小
学）读书的孙桂琴接到老师通知：“今天可以到校阅览室读书。”
这一刻，孙桂琴已期盼许久。
　　“那时，学校刚建了一间阅览室，因空间有限，同学们只能轮
流去。我当时非常高兴，但并不知道雷锋也要来。”到了阅览室，
她找了一本讲述黄继光战斗故事的小人书翻看，刚坐下不久，担
任校外辅导员的雷锋就走进了阅览室。
　　看到雷锋，同学们立刻跑过去把他围了起来。“雷锋问我们在
干什么，我们齐声回答读故事。”孙桂琴说，雷锋就带大家一起读
故事，他给学生们讲了毛主席热爱劳动、刻苦学习的故事。更令她
高兴的是，那天她和同学们跟雷锋叔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960 年 10 月，雷锋受聘为抚顺市建设街小学校外辅导员，
时年 7 岁的孙桂琴就在这所小学读一年级。有一次，她上学迟到
了，边跑边把红领巾拿在手里耍，走进校门时，发现雷锋正在和
同学们一起活动。看到孙桂琴，雷锋走了过来，接过她手中的红
领巾戴在她脖子上，并郑重地告诉她：“以后上学要系好红领巾，
要爱护红领巾，因为那是国旗的一角。”回到家，孙桂琴和父亲讲
了这件事，父亲告诉她要牢记雷锋的话，并保存好这条红领巾，
时刻勉励自己。直至今天，这条红领巾还珍藏在孙桂琴家中。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因公牺牲。17 日，孙桂琴去参加
雷锋追悼会。走出礼堂，她看见外面站满了人，“我感觉能有 10
里路，路旁全是为雷锋送行的市民。大约 1 个月后，我和同学们
都特别想他，就去了雷锋墓前。我们看见墓前都是花圈，自己却
什么都没带，我低头看着脖子上洒满泪水的红领巾，就把它摘了
下来，我们 12 名同学把 12 条红领巾系成一圈，献给了我们的

雷锋叔叔。”孙桂琴说。
　 那张照片，那条红领巾，时时激励着孙桂琴，雷锋精神影响
了她的一生。
　　她 1970 年参军入伍，1976 年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临
床，1980 年开始在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工作直至退休。当兵 40
多年，孙桂琴一直在学雷锋、做雷锋、宣传雷锋。其间，孙桂琴曾
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3 次，14 次被军以上单位授予先进个
人和标兵。
　　孙桂琴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令人动容。
　　 1985 年的一天，孙桂琴下夜班路过病房时，听见一名患者
对同屋的病友说，“今天特别难受，就想吃梨”。孙桂琴转头一看，
是一位罹患恶性淋巴瘤的小战士。
　　听闻此言，孙桂琴很难过，跑下楼就骑车去买梨，走了好多
地方，好不容易在沈阳北市场买到 5 斤梨。没想到她回到医院
时，这位小战士已出现下颌呼吸，生命岌岌可危。孙桂琴走到他
身边，打算给他喂一口梨，小战士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说：“孙医
生，我托你件事，我走后，你转告我爸爸妈妈，不要伤心。”
　　孙桂琴的眼泪止不住。这位小战士还安慰她：“你也是我的
好妈妈。”那年，孙桂琴才 32 岁。当天，这位年仅 19 岁的贵州籍
小战士就离开了人世。
　　 1987 年的一天，孙桂琴的爱人到医院找她，路过门诊时看
见一个老人坐在地上哭，询问得知老人买药的钱不够了，回家的
路费也没有。孙桂琴和爱人把兜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过了好多
年，夫妻二人早就把这件事忘了，有一天医院收到一个包裹，上
面写着“孙贵人（收）”，打开后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伴病好
了，全家去山上摘了点山货给你。”落款是：黑龙江大兴安岭。
　　直到现在，孙桂琴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老人把孙桂琴听成了
孙贵人，还是老人将孙桂琴比作他的“贵人”。
　　孙桂琴也一路追随着雷锋的精神。她从十几岁就开始给大家
讲雷锋，至今仍未停止。她曾给上万人作雷锋事迹报告，也曾单独

为一位小学生讲雷锋故事。前不久，她在回家路上突然接到一
个外地小学老师的视频电话，想让她给学生们讲讲雷锋故事。
孙桂琴在路边的大树旁站定，当场讲了起来，讲着讲着路边的
市民也围了过来，最后现场和手机那端同时响起了掌声。
　　总有人问孙桂琴：“你都讲了一辈子，还要讲多久？”
　　她总是笑着回答：“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讲下去。”
　　最开始，孙桂琴每次上场前，别人总会介绍说：“欢迎姐姐
给我们讲雷锋的故事。”50 多年过去，姐姐变成了阿姨，阿姨
变成了奶奶，听众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与时代同行的雷锋精神
永远年轻。
　　每次讲解前，经常有人问她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一开始，
孙桂琴也答不上来，后来人们问得多了，她索性将题目定为：

“雷锋，我人生的路标”。

孙桂琴：雷锋为我系上红领巾

  ▲ 1960 年，雷锋和建设街小学的孩子们一起读
书，左三是孙桂琴。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提供）

本报记者徐扬、邹明仲、

白涌泉、李宇佳、武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