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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雷锋用理想、爱心和责任所构筑的雷锋精神，经半个世纪的传承、发扬，正日益呈现其重要的道德文
化价值。
学雷锋已不是作为一项英雄的壮举，而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的体验，凝聚良知、建立标准，以
唤起和引导公众内心的资源，形成自由进取的力量并使之释放到社会的变革与创造中。
    编辑本书的目的，正在于反映我们时代需要的一种声音，为普遍的向往提供无可置疑、激励人心的
依据，并试图从两个方面赋予其更广泛的意义：从纵的角度看，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代
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
随着学雷锋过程的不断演进，其所带来的责任意识的觉醒，必将对社会土壤产生良好的滋润。
从横的角度看，雷锋精神作为构造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内涵在不断扩大、深化，
学雷锋的形式和内容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逐步实现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学雷锋的故事千千万万，本书选取的内容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难免挂一漏万。
其中，既有曾经家喻户晓的道德偶像人物，也有曾经触动过我们心灵的普通人物，他们的故事同样感
动了国人。
所选故事材料，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相关通讯报
道；选入本书时，因时间仓促，编者来不及和原作者一一沟通联系，在此谨表歉意，亦表示最大的敬
意和谢意！
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报道，我们感受到了雷锋精神的恒久生命力。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所选编的部分文章进行了少量删节与细微的修改，敬请原作者谅解。
衷心感谢许多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资料及其他帮助的人士。
书中错漏之处，亦恳求读者批评指正。
    易杳张炳升    201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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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十年来，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大力倡导下，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涌现出了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本书从全国大量相关新闻报道材料中遴选出可读性、教育性俱佳的代表性文章30余篇，生动地讲述和
反映了焦裕禄、王进喜、欧阳海、王杰、张海迪、郭明义、李素丽、朱伯儒、“雷锋团”等各个不同
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感人故事，对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具有重要的教育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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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
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
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
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
愿意留在灾区工作。
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
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
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
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
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
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
。
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
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
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
车站的屋檐下，持着尺把长的冰柱。
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
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
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有责任。
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感到羞耻和痛心⋯⋯”他没有再讲下去
，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
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
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
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
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
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
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
。
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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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体党员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
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
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
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的错误。
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
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
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调查。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
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
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
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
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人河道，方肯罢休。
在这场艰苦的调查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
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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