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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雷锋传人是怎样炼成的

这 是 一 个 满 载 荣 耀 的 班 级 ，60 年 来 ，

荣立集体一等功 4 次、二等功 5 次、三等功

29 次。在雷锋老班长的床铺旁，常年摆放

着一个荣誉柜，柜子上是鲜红的班旗。对于

“雷锋班”的战士们来说，“最大的愿望是给

老班长争光，把自己的军功章放在里面。”

“别看他们现在这样，刚进来时一个个

都是‘刺儿头’。”“雷锋班”所在营的政治教

导员杨加木笑着说，“部队就是锻炼人，来

到这里，就是‘雷锋班’的传人”。

让杨加木津津乐道的衣用帅是“雷锋

班”第 240 名战士，“当时与他同届的战士

不乏来自清华、北大等名校的，他在其中并

不显眼，一路逆袭成长为国际比武尖子。”

“ 其 实 衣 用 帅 成 长 得 不 算 快 ，培 养 了

5 年才拔尖。”其间，杨加木经常变着法儿

地给衣用帅讲老班长的故事。为鼓励他重

拾自信，就讲老班长的“苦难童年 ”；发现

他 一 训 练 就 浑 身 起 疹 子 ，被 诊 断 出“ 铁 过

敏”，杨加木就一边给他买白手套，一边给

他讲老班长夜投手榴弹不服输的故事。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衣用帅觉得自

己和老班长有了相似之处，“老班长原来也

为训练成绩苦恼过，但他没打‘退堂鼓’，而

是苦练过关，突破身体条件所带来的局限，

从不及格很快逆袭到优秀。”

对这位 1997 年出生的年轻战士而言，

60 多年前老班长自我激励话语，对今天的

自己仍然奏效：“老班长说——是光荣的战

士，还是可耻的逃兵，那就要看你在困难面

前有没有坚定的信念了。”

当思想认识爬过陡坡，衣用帅戴上白

手套再次走到训练场时，他好像能感到老

班长在身边来回奔跑练习的模样，“像是不

知疲倦的飞梭。”

寒来暑往，苦练不辍，他成了连队里出

名的“重装车王”，面对近 1 米高的车门，可

以奔跑着一步跳跃到驾驶座里，毫秒必争

地发动手中的“庞然大物”。重装备运输车

在他的操纵下可以在各种障碍前灵活自如

地奔驰。

2020 年 ，他 远 赴 俄 罗 斯 参 加 国 际 比

武，最终取得重装备运输车单车赛和接力

赛两项第二名，当年荣立二等功。当“二等

功臣之家”的牌匾被敲锣打鼓地送回山东

老家时，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道喜庆贺，他

的父母笑得合不拢嘴。

在“雷锋班”，每名战士都有一本《“学

雷锋做传人”成长精进手册》，战士们又叫

它“新版雷锋日记”。国际比武前，杨加木送

了 衣 用 帅 一 本 ，他 在 日 记 里 写 下 两 个“ 愿

望”，“一个是为国争光，一个是入党。”如

今，衣用帅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像衣用帅一样“逆袭”的战士有很多，

雷锋传人的进步并非偶然，追溯一下“雷锋

班”历届班长当兵之前的“历史”足够让人

惊讶：18 岁进部队前，第 27 任班长牟振华

还留着长长的斜刘海；第 26 任班长张阳还

在“叛逆期 ”，对父母的管教不以为然；第

25 任班长毕万昌正筹备着“开饭店”。

经 过 部 队 大 熔 炉 的 淬 炼、洗 礼 ，牟 振

华 踢 着 正 步 走 过 天 安 门 广 场 接 受 党 和 人

民 的 检 阅 ；张 阳 站 到 人 民 大 会 堂 的 领 奖

台 帮 老班长领回了“最美奋斗者”荣誉奖

章；毕万昌在帮助别人中体会到一种快乐。

“思想疙瘩解不通，翻看《雷锋日记》两

分钟。”现任班长牟振华经常对“雷锋班”里

的 00 后战士说起这句顺口溜：“我们都是

普通人，都会有思想波动的时候，多看看老

班长和我们一样大时怎么想、怎么做的。”

经过历练，他们成为“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军人，为理想与

信念而坚定执着。

追寻：到底什么样的兵像
老班长

雷锋传人的选拔标准严苛复杂，中心

思想只有一个：“选择最像雷锋老班长的。”

杨加木第一眼见到牟振华，就明白他属于

“雷锋班”，“很爱笑，训练很拼，练得很猛，

走下训练场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泥泞。”

到底什么样的兵像雷锋老班长？不同

雷锋传人眼里有着不同的理解。

98 年 出 生 的 战 士 苏 宇 航 觉 得 热 播 剧

《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就是老班长，“不抛

弃不放弃”像是老班长能说出的话，他感觉

自己也有点“轴”，日常训练时如果没达到

自我预期，腿抽筋了也得继续练下去。正是

凭着这股韧劲儿，2022 年 11 月，他勇夺全

旅单兵综合成绩第一，并荣立三等功。

94 年 出 生 的 副 班 长 叶 子 贵 最 喜 欢 老

班长拉着手风琴的照片，听说老班长打快

板也很厉害，他特意网购了一套，开始自学

快板，并且小有成就。野外拉练时为了缓解

疲劳就给战士们来一段，作品种类丰富多

样，有学雷锋的，有学党的二十大的⋯⋯

战士们“平时学雷锋，战时敢冲锋”。他

们知道，雷锋老班长其实原名叫“雷正兴”，两

次改名就是为了勇攀高“峰”，敢于冲“锋”。

“雷锋班”的战术训练场在深山中，要

沿着蜿蜒的山坡一直往里走，没有醒目的

大 门 分 界，途 中 经 过 一 块 标 语 牌 ，上 面 写

着：从这里走向战场。即使早春时节，依然

如三九天般寒冷，山坡上铺满积雪，走起路

来很容易打滑摔倒。战士们有时需要把大

型运输车开到坡顶的山坳里训练，这里被

战士们称之为“老虎沟”。

从“ 老 虎 沟 ”里 训 出 来 的 兵 更 是“ 老

虎”，他们可以面不改色地与行进中的车辆

对跑，而后两步跃上车顶；可以几秒钟迅速

隐 入 山 林 看 不 见 行 踪 ⋯⋯ 这 些“ 神 技 ”在

00 后新兵眼中是“稀松平常”的基础训练。

战士顾元超说，“在新兵连时就训练这些，

当时苏宇航是新兵连里的班长，新兵们看

到他演示这些项目时，觉得好酷。”

真正让战士心里打鼓的是“雷锋班”保

留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训练课目——汽车

通过高空交叉轨道桥。

1964 年，正是凭借这项过硬的专业技

能，“雷锋班”荣获全军一等奖。从此，这项

课目成了每个“雷锋班”战士必经的考验。

交 叉 轨 道 桥 是 用 六 根 铁 轨 搭 设 在 弹 坑 之

上，汽车通过时两侧车轮同时上桥，在两个

交叉点上需要打两次方向。训练难度大、危

险度高，是对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的极大

考验，“就像走钢丝一样，稍不留神就掉下

去了”。

“现在我们训练的还只是 3 米深的弹

坑，真到了战场，实际的深度看不见，也不

容你细想。”牟振华经常听前几任班长讲起

坚持这个课目的初衷，因为它曾替老班长

守护过抚顺这座城市。

早 在 牟 振 华 出 生 一 年 以 前 的 1995 年

夏天，洪水突袭抚顺，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

兵奔赴抗洪第一线。然而，通向溢洪坝唯一

一条道路却被洪水冲出一条 10 余米宽的

大 沟，滔 滔 洪 水 呼 啸 着 奔 涌 而 下 ，车 队 受

阻。彼时，“雷锋班”的战士们冲了出来，在

10 分钟内迅速架好了轨道桥，为抗洪赢得

了宝贵时间。

时光荏苒，永不退缩。对战士而言，所

有的训练都是为了“实战”那一刻，苏宇航

还记得刚到连队第一次去救火时的场景，

他们所负责的是“消防无法到达的位置”，

火在眼前“蹭”地一下蹿到四五米高，但苏

宇航看到，身边的战士都在向着火光往前

冲，“有的甚至不顾凶猛火势，哪里火大往

哪儿冲”。那一瞬间，他心底里最后一丝胆

怯也被扑灭了。

珍 视 ：永 远 的 榜 样 ，也 是
永远的家人

这些年来，“雷锋班”迎来了来自全国

各地、各行各业的参观者。在这里，他们感

动于老班长被珍视厚爱的场景：被鲜花簇

拥的雷锋铜像被战士们擦得锃亮；寝室墙

壁上刻着醒目的“老班长永远和我们在一

起”的红色字体；新入班的战士会住在老班

长上铺，在入班仪式上从现任班长手里接

过雷锋用过的枪、新版的雷锋日记⋯⋯

相比有形的存在，更多是藏在内心深处

的真挚情感，在“雷锋班”战士们的心中，老班

长既是永远的榜样，也是家人一般的存在。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雷锋班’的战士

都要把老班长带在身边。”说出这句话的，

是“雷锋班”最年轻的 00 后战士舒腾。无论

是野外驻训，还是远渡重洋执行维和任务，

“雷锋班”的战士走在哪里就把雷锋精神传

播到哪里。

“时间越久，越能 感 觉 到 老 班 长 一 直

守 护 我 们 。”如 今 在“ 雷 锋 班 ”时 间 最 长 、

年 纪 最 大 的 战 士 是 29 岁 的 副 班 长 叶 子

贵。2020 年，他曾远赴马里执行维和任务，

见 证 了 战 争 留 下 的 疮 痍 ，“火箭弹在营地

跟前爆炸，最近的一次爆炸离外墙仅仅 20
米左右。”

就是在这样枪林弹雨的环境中，叶子

贵和战友们在维和营地内建起了一座雷锋

精神展馆，竖立起雷锋雕像。那段时间他每

天去废旧仓库里“捡破烂”，“一颗最小的螺

丝钉也要想方法打磨成最合适的大小，哪

怕差一毫米都不行。”

这是叶子贵在海外感觉到内心最安定

的时刻，好像在和老班长做着相似的事情。

“老班长就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了

节约，他生前经常捡废旧的螺丝钉收集起

来。”身处维和战场的日子，叶子贵经常擦

拭老班长的铜像。一次，阳光照射在雷锋像

上，叶子贵抬头那一瞬间，好像真的感受了

老班长在阳光下对他微笑。

战士们能随口说出太多关于老班长的

深情回忆，有时故事刚讲个开头，就绷不住

红了眼。

当兵之前，牟振华信奉“硬汉流血流汗

不流泪”，可自从当上“雷锋班”班长，他往

往是最先泪流满面的那一个。

2月 12日，“雷锋班”第九任班长祝星发

“回家”看老班长，耄耋之年的祝班长穿着

老式军装，佩戴着军功章在人们的簇拥下

到来，临别时却特意挑选了一个无人的午

后。这一天，战士们都在进行战术训练，祝班

长静静地在老班长的铺位旁坐了一下午，他

仔细看着荣誉柜里陈列着的奖章：有叶子贵

的和平勋章，有衣用帅的二等功，有苏宇航

的三等功⋯⋯待牟振华穿着作战服风尘仆

仆归来看到祝班长时，不禁吃了一惊，他赶

忙迎上去：“您什么时候来的？”祝班长露出

温暖的笑容：“最近很忙吧，等你们半天了。”

两位“雷锋班”班长，在老班长身边聊

了很久，还是绕不开怎么当一名雷锋那样

的好班长。夜幕降临时分，祝班长拥抱了每

一位战士，他更用力地拥抱牟振华，拍着他

肩膀说：“辛苦了，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牟振华的泪水早已止不住，“虽然和有

的‘雷锋班’班长是第一次见面，却一点也

不陌生，每次都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续写：越来越多的雷锋传
人化身“无名雷锋”

走 下 训 练 场 ，回 归 生 活 的 日 常 ，这 群

20 多岁的战士骨子里都有一副“热心肠”，

热衷做好事不留名。

最让战士们津津乐道的是“雷锋班”所

在连队政治指导员侯伟两次救人的事迹。

两次救人时隔 11 年，第一次是 2011 年

4 月，去超市购物时，他在被撞得变形的出

租车里抢救出母子二人；第二次是 2022 年

12 月，休假归队时，他救下了一名被撞倒

在地的外卖员。在伤者得到妥善安顿后，他

都选择悄悄离开。被救者多方打听，等锦旗

和感谢信送到部队了，战士们才知道指导

员侯伟的见义勇为。

“雷锋老班长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

也一样 。”侯伟 很 欣 慰 地 看 到 ，连 队 里 经

常 会 收 到 一 些 感 谢 信 ，越 来 越 多 年 轻 的

雷锋传人化身“无名雷锋 ”。前段时间，侯

伟听说自己 2011 年救下的男孩如今也当

了 兵 ，他 高 兴 地 发 了 一 条 朋 友 圈 ：“ 我 想

这 就 是 学 雷 锋 的 意 义 ，这 就 是 雷 锋 传 人

的责任。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

60 年 过 去 了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雷 锋

班”陆续收到 47 万余封来信，这些信来自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让牟振华感到开心的

是，“写信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都在

呼唤同一个名字。”

这些信中，有的被孩子插上“鸡毛”标

注着“十万火急”，有的是需要翻译的盲文，

有的漂洋过海写满外文，也有让战士们“收

到后就坐不住的”。

60 年来，“雷锋班”的战士保持着当校

外辅导员的传统，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孩

子也是长大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但与雷锋

学校学生们的书信往来从未间断。

“雷锋叔叔，您的名字将在我们心中闪着

不灭的光辉⋯⋯”最近，“雷锋班”的战士们收

到一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少

先队员们的来信，学生们在信的结尾写道：

“您那光辉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晚，“雷锋班”的战士们集体给这群

孩子回信，他们写道：“让我们一起努力，让

雷锋精神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

“雷锋班”故事续写60个春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16 年前

曾出现在南京“彭宇案”中的质问，至今仍

频繁出现在媒体评论和网友发布的帖子、

短视频中。这一引起“救不救”“扶不扶”争

议的标志性事件，成为许多人帮助陌生人

时总会浮现的阴影，也是一些人提出“雷锋

精神已不合时宜”的论据。

“‘彭宇案’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出现

的 一 种 社 会 现 象 。”多 位 专 家 在 接 受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和频次史无

前例地增加，好人受委屈甚至被讹诈在熟

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中时常会出现。

“雷锋精神本质是一种志愿精神，越是

在陌生人社会越需要学习雷锋精神。”专家

们认为，此时法律就应该站出来给学雷锋

的人们“撑腰”，建立包括“好人法”在内的

自愿救助免责制度，为做好事的人卸下心

理负担。

近年来，一些地方陆续出台奖励和保

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救助人权益保护规

定等法规，国家层面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

中的“好人条款”的施行⋯⋯中国式“好人

法”体系初具雏形。

让好人有更好的法

为他人做心肺复苏，不小心压断被救

者的肋骨怎么办？热心群众追小偷，小偷

摔伤，追人者是否担责？在社交平台上，

许多看似像笑话一样的事，现实中确实在

发生。

2017 年 9 月 7 日，辽宁沈阳一位老人

在药店买药时突然晕 倒 ， 店 主 孙 向 波 对

老 人 实 施 心 肺 复 苏 时 ， 致 其 12 根 肋 骨

压 断 。 老 人 将 孙 向 波 告 上 法 院。辽宁省

康平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被救老人

的诉讼请求。

这一 判 决 援 引 了 民 法 总 则 第 一 百 八

十 四 条 之 规 定 ： 因 自 愿 实 施 紧 急 救 助 行

为 造 成 受 助 人 损 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

该条文即是受到各界赞誉的“好人条

款”，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由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全 国 政 协 第 十 一 、 十 二 届 委 员 会 委

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施杰长

期关注、呼吁设立“好人法”，参与和目

睹了这一条款出台的全过程。

2013 年 8 月 1 日 ，《深 圳 经 济 特 区 救

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开始实施。这是全国

首 个 保 护 救 助 人 的 专 门 立 法 ， 为 “ 活 雷

锋”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救助人将

担责。

事实上，一些经历过社会转型期的发

达国家和地区也设立了专门的法律保护好

心人，比如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

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

损害时可免除责任，有的还要求公民必须

帮助遭遇困难的人，如联络有关部门等。

施杰认为，从民法总则到后来的民法

典中延续的第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条

规定，可见国家立法部门对之前社会舆论

是在积极回应的。他注意到，第一百八十

四条反复修改了 3 次，免责范围从有条件

免责最终修改为全部情况下的免责，体现

了对救助人彻底的权利保障。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副 研 究 员 邱 唐 曾 撰 文

称，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是民法典的一大

亮点。该条的具体内容为：“因保护他人

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

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

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

给予适当补偿。”

“该规定明确豁免了见义勇为者事后

可 能 面 临 的 法 律 责 任 风 险 。”邱 唐 表 示 ，

事实上，这一新的立法，也是对当代一些

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回应。

他介绍说，在近年的中学生扶摔倒老

人反被诬告、路人救车祸伤员反被赖、小

伙 下 水 救 人 却 被 讹 诈 等 事 件 时 见 报 端 ，

“见义‘为不为’、见死‘救不救’”似乎

成了一个颇让人纠结的事情。民法典的新

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

之忧，“对于重新廓清社会风气具有非常

积极的作用”。

谁 也 不 想 助 人 之 后 惹 来
无尽的麻烦

施 杰 自 2011 年 起 就 开 始 呼 吁 设 立

“好人法”。令他产生这一想法的直接原因

是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

2011 年 10 月 13 日，年仅两岁的女孩

小悦悦在广东省佛山市相继被两车碾轧，

7 分钟内，18 个人路过均未施以援手，直

到 第 19 个 路 人 ——58 岁 的 陈 贤 妹 出 现 ，

上前半扶半抱起小悦悦。但是结局是悲惨

的：7 天后，小悦悦抢救无效离世。

那一年，施杰因推动“醉驾入刑”入

选 2011 年度法治人物，以拾荒为生的陈

贤 妹 因 为 救 助 小 悦 悦 这 一 行 为 也 被 作 为

“2011 最美中国人 (群体)”的形象之一接

受 颁 奖 。 在 颁 奖 活 动 上 ， 陈 阿 婆 让 施 杰

“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陈贤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是

想救人”。施杰相信，任何人遇到小悦悦

这种情况，第一反应肯定是要去帮忙，但

很 多 人 看 到 后 并 没 有 伸 手 ，“ 非 不 能 也 ，

是不为也”。

“ 万 一 赖 上 我 怎 么 办 ？” 施 杰 告 诉 记

者，向遇到困难的他人伸出援助之手，这

本身是一件非常简单、纯粹的事，中华民族

“ 礼 义 之 邦 ”自 古 就 有 助 人 为 乐 的 优 良 传

统。但在出现“小悦悦事件”的那些年里，帮

助他人变成了一件复杂、麻烦的事。

“这些案例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有目共

睹 ， 对 人 们 道 德 的 腐 蚀 将 产 生 深 远 影

响。”社会学者、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法

律学院副院长聂洪辉教授曾经对此做过社

会学分析，他表示，这类案例增多，给人

们的启示就是：做好事要注意，不要轻易

伸出援助之手，最终“不救助他人的人受

到指责，老人也没有人帮助”，二者都陷

入尴尬境地，社会陷入道德困境。

保护普通善举的内生动力

近年，随着摄像头的普及、智能手机

录像的应用，许多人在帮助他人比如扶人

时，会观察附近是否有监控或是打开手机

摄像边拍边扶。

“在法律层面，这是固定证据的一种

方式。”施杰说，这种行为一旦发生，其

实 反 映 了 人 们 内 心 预 想 到 “ 被 碰 瓷 、 讹

诈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如果仅仅

依赖于某种条件才敢去扶，“这是更悲哀

的事”。

“见义勇为救助制度是一个好的实践

和 参 考 。” 施 杰 表 示 ， 在 所 有 “ 好 人 好

事”行为中，褒奖见义勇为的制度设计和

配套执行程序更为完善，但是值得见义勇

为的事是少数、可以被评定为见义勇为的

事迹也是少数，现在更应该关注人们在那

些日常的、助人为乐的小事中面临的责任

风险，而“学雷锋”主要内容就是像雷锋

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人提供帮助。

比如“扶老人”，每个人、每天可能

都会遇到。雷锋的故事中，他在生前也遇

到过背老人回家的小事，也差点因为老人

的女儿误会发生纠纷。

施杰认为，“好人法”更应该在这些

小事中发挥作用。

“‘学雷锋’在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

形式，但都是通过激发人们的志愿精神，

动员人们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创造凝聚社

会共识的价值，增加社会的公共性、利他

性。”聂洪辉认为，雷锋生活在相对稳固

的熟人社会，与那个年代相比，当前流动

性如此庞大的陌生人社会更需要志愿性质

的互助。

聂洪辉表示，反过来说，如果扶助老人

的救助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正义对待，对他

们和整个社会的良心都会产生毒害作用，

也许有些人从此就不再会伸出助人的手，

甚至转而投入到加害他人的群体中去——

人们最难忍受的是“将他们视为真理的东

西当成了违法、犯罪”。

“法律制度最终目标是保障公民在道

德层面回归到最淳朴的状态，让大家从内

心 愿 意 对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伸 出 温 暖 的 手 。”

施杰建议，我国应该构建一套保护好人的

自愿救助制度，从立法、司法、道德和舆

论等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设立、整合国家

级的“好人基金”、为救助行为中产生的

损失提供支持，鼓励律师无偿为被诉的救

助者提供法律服务。

2021 年 8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师法》 颁布，其中一则条款寓示“好人

法”正在向更精细、更全面的方向深入。

医师法第 27 条规定，“国家鼓励医师

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

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条与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的精

神一脉相承，鼓励有专业救助能力的医师

参加院外急救、社会急救。

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任郑山海撰文表

示，“救命”可能发生在医院，还有很多

时候出现在院外，且院外急救有着比院内

急救更加急迫的时间要求。“再快的急救

车也需要时间，这时公共场合的医务人员

就是最有价值的力量。”

急救也是有风险的，例如在早期生命

支持中最为常见的胸外按压和电除颤，前

者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后者可能带来电击

伤。郑山海说，急救导致受助者肋骨骨折

或肺损伤，过后被家属起诉的事件不是孤

例。新的医师法为医生扫除了障碍，将使

医生在院外发挥更为积极的救人作用。

“好人法”力撑“活雷锋”

2023年，初春的辽东积雪遍地。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雷锋班”时却看到满目葱茏，道路
两旁种满了松柏，四季常青。火红的标语——“岗位学雷锋，强军当先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
时有戴着“雷锋帽”的战士们喊着号令，排着整齐的队列走来。

在这个三面环山的军营里，可以看到如今20多岁雷锋传人的样子：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青
春勃发，激情似火，在“雷锋班”这座大熔炉里，一代代雷锋传人淬炼磨砺，奋斗成长，“雷锋班”
故事续写60个春秋，雷锋精神接力传承，成为永恒的时代精神坐标。

20232023 年年 33 月月 33 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T2

战术训练。 邬同琦供图

3 月 2 日，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门前，来参观的青年在雷锋塑像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