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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责编 雷登攀 校对 孙 勇
美编 李 鹏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
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
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
子揍敌人。”

1960 年 1 月 18 日 ， 雷 锋 将 这 首
刊 登 在 报 纸 上 的 诗 节 录 于 自 己 的 日
记中——诗中有雷锋对自己身世的感
慨，更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

为什么要入党，是所有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人会问自己的问题。作为一
名饱受旧社会苦难的孤儿，雷锋的入
党动机中有一条：感党恩。

1940 年 12 月 18 日，雷锋出生于湖
南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村的一户贫
苦农民家庭。在他童年时期，爷爷、
父亲、哥哥、弟弟、母亲在旧社会的
残害和压迫下相继离世——年仅 7 岁的
雷锋成了孤儿。

1949 年 8 月，雷锋的家乡湖南省
解 放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雷 锋 分 得 了
土 地 ， 安 庆 乡 农 会 免 费 送 他 上 了 小
学 ……对于这段经历，雷锋在日记中
写 道 ：“ 伟 大 的 党 啊—— 我 慈 祥 的 母
亲，是您把我从虎口中拯救出来，抚
育我成长。是您，给了我无产阶级的
思 想 。 是 您 ， 给 我 指 出 了 前 进 的 方
向。”

1956 年 7 月小学毕业时，雷锋作
为毕业生代表发 言 ：“ 我 响 应 党 的 号
召，决定留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当
新式农民……决心做个好农民，驾起
拖拉机耕耘祖国天地；将来，如果祖
国 需 要 ， 我 就 去 做 个 好 工 人 建 设 祖
国；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参
军做个好战士，拿起枪用生命和鲜血
保卫祖国，做人类英雄。”

这段话有预见性地描绘了雷锋的
一生。从农民、工人到战士，雷锋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在望城县参加农业生产时，他是
县里第一个拖拉机手；

到 祖 国 钢 铁 心 脏 鞍 山 做 工 人 时 ，
他 3 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8 次被评
为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

入伍后，他荣立三等功 2 次、二等
功 1 次，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和节约标
兵。

“指引他不断冲击高峰的信念只有
一个：一心向着党，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抚顺学雷锋典型联合
会副秘书长褚士奇说。

如 今 ， 在 抚 顺 市 雷 锋 纪 念 馆 陈
列 着 雷 锋 生 前 在 部 队 开 过 的 13 号 汽
车 ——雷锋蜡像端坐在驾驶位上，手
中捧着一本 《毛泽东选集》。

“ 雷 锋 生 前 经 常 在 车 中 学 习 这 本
书，他将 《毛泽东选集》 比作粮食、
武器和方向盘，还在日记中写道：人
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
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
主席著作不行。”雷锋纪念馆馆长任广
友说。

在 13 号车不远处，有这样一幅照
片：雷锋穿着整齐军装坐在案前，身
旁的指导员高士祥侧身望向他，两人
一起拿着一份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1960 年 11 月 8 日，穿上军装刚刚
10 个 月 的 雷 锋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当
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
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全人
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哪怕高山、
大海、巨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

断骨粉，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我读过百余篇雷锋日记，发现雷

锋在过半日记中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
与热爱。”褚士奇说。

翻开雷锋日记，记者看到了这样
的文字：1960 年 8 月 20 日，“我就是长
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
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1961 年 5 月
4 日，“当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
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1962 年 2 月 12
日，“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
应当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把 同 志 的 愉 快 看 成 是 自 己 的 幸
福”……

1962 年 8 月 10 日 ， 雷 锋 去 世 前 5
天，他在生前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

“今后，我要更加热爱人民和尊敬人
民，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
勤务员。”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雷锋离去已有 59 年，但他爱
国爱党爱人民的精神却在时代的淬炼
下熠熠生辉。

2014 年学雷锋日前夕，“郭明义爱
心团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他们“跟着郭明义学雷锋”的主要成
果和心得体会。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
信中指出，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
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
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
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
好。

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辽沈大
地学雷锋活动蔚然成风。目前，辽宁
省有 7 个雷锋主题纪念场馆，有一大批
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学校、车间班组、

公交车、公共服务窗口等，有各级各
类学雷锋标兵 2000 多人、注册志愿者
641万人。

“90 后”党员高潘是辽宁省丹东市
振兴区汤池镇党委宣传委员，2014 年
大学毕业后，她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
会，来到乡镇基层做起大学生村官。

“我的书桌上长期摆放着一本 《雷
锋日记》，我在他质朴的文字中感受到
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也要做一颗新时代永不生锈
的 ‘ 螺 丝 钉 ’， 在 基 层 做 好 理 论 宣
讲。”高潘说。

“ 作 为 雷 锋 共 产 党 员 服 务 队 的 一
员，我想在基层工作中把学雷锋志愿
服务引向深入，在保障民生用电、助
力乡村振兴方面能多出一分力，就多
出一分力。”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国
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东港市供电公
司孤山镇供电所所长曹祖刚多年来一
直在岗位上践行雷锋精神，他捐出 10
万元为辖区内长安镇王家村道路修建
油路，利用休息时间和村民一起研究
产业项目解决 70 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

3 月 17 日，抚顺市在抚顺雷锋学
院举行了 2021 年春季新兵欢送仪式。
在这里，即将奔赴军营的 240 名新兵参
观了学院雷锋事迹馆。学院赠送了新
兵代表 《雷锋日记》，勉励大家争做雷
锋精神的传人。

“雷锋精神是对党忠诚的践诺，是
为人民服务的实干，是爱岗敬业的坚
守。雷锋精神正青春，我们要接过雷
锋的枪，以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
事。”高潘说。

（新华社沈阳3月24日电）

雷 锋 精 神 正 青 春
新华社记者 曹 智 李 铮 高 爽

1938 年 秋 末 ， 日 军 占 领 稷 山 县
城，稷山县抗日民主政府迁移至北山
的吕梁山里马家沟村办公。同时，后
涧头、马趵泉、中土地等周边山村也
分 别 驻 扎 有 闻 喜 县 政 府 、 安 邑 县 政
府、夏县县政府及相关单位。

1942 年 3 月 20 日，盘踞稷山县的
日军纠集周边县日军共 700 余人，分
多路进犯云丘山，想彻底消灭驻守在
晋家峪村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后
方群众大力支援下，抗日武装奋起抵
抗，晋家峪保卫战取得胜利。

平时，稷山县马家沟村马趵泉少
年英雄韩丙贵就经常同本村的一些小
伙伴，为在山顶守护的抗日士兵送水
送 饭 ， 尽 自 己 的 力 量 支 持 着 抗 战 斗
争。这次晋家峪保卫战，13 岁的韩丙
贵又同村里的小伙伴一道，不畏枪林
弹雨，往前线阵地送弹药，帮助战士
们往后方转移伤员。

韩丙贵，又名兵官，1929 年 3 月

初出生在地处稷山县北山深处的马趵
泉古村。由于家境贫寒，韩丙贵没读
过什么书，从六七岁开始就替父母做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9 岁那年，他
的父亲因病去世，家境更是窘迫。11
岁 时 ， 他 开 始 给 村 里 的 一 户 地 主 放
牛，挣钱贴补家用，一家人过得缺衣
少食、异常艰难。

当时运城境内有国民党部队，有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都驻扎于稷山
县 北 山 一 带 ， 集 中 在 马 家 沟 、 后 涧
头、马趵泉、中土地等村。一场国共
合作、全面抗战的革命火种在晋家峪
一带轰轰烈烈地漫延开来。

1947 年 4 月，稷山县解放，全县
开 展 “ 斗 地 主 、 分 田 地 ” 运 动 。 6
月，晋家峪一带也开始批斗地主老财
韩财旺。在批斗现场，多数村民忌惮
韩财旺家族势力大、兄弟众多，没人
敢去面对面批斗。这时，18 岁的韩丙
旺挺身而出，把五花大绑的地主韩财

旺揪到会场，历数韩财旺恶贯满盈的
罪行，狠狠地对其进行了批斗。

事后，村中一些老者问韩丙贵：
“你那么小，就不怕人家家人对你打
击报复？”韩丙旺坦然而自信地说：”
新中国马上成立了，共产党为老百姓
撑腰，有啥怕的？我是替遭受地主压
迫的穷苦人民出气！”

1947 年 8 月，响应组织号召，韩
丙贵报名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北军区第 18 兵团的一名新战士。同
年 冬 季 ， 他 所 属 的 部 队 开 赴 黄 河 以
西，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因为
作战英勇，他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1950 年初，震惊全国的成都郊区
龙 潭 寺 惨 案 爆 发 。 不 日 间 ， 范 围 更
广、规模更大的土匪暴乱在川西大地
蔓延开来，猖狂的匪寇们破坏新生的
人民基层政权，屠杀基层革命干部和
积 极 分 子 ， 封 锁 并 占 领 了 一 些 小 城

镇，控制农村，对我党执政基础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

危 机 面 前 ， 西 北 军 区 第 18 兵 团
奉 命 负 责 进 剿 川 西 、 川 北 和 西 康 地
区 之 匪 。 韩 丙 贵 所 在 的 部 队 原 计 划
进 军 西 藏 ， 正 集 结 在 眉 山 地 区 。 接
到 剿 匪 任 务 后 ， 韩 丙 贵 所 在 的 部 队
立 即 投 入 剿 匪 作 战 ， 在 眉 山 、 洪
雅 、 名 山 、 邛 崃 等 地 与 土 匪 战 斗 10
多 次 ， 严 重 打 击 了 土 匪 的 嚣 张 气
焰 ， 残 匪 不 得 不 东 躲 西 逃 。 四 川 地
区的匪患逐渐下降。

在 川 西 剿 匪 中 ， 西 北 军 区 第 18
兵团积极落实 1950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
央 西 南 局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提 出 的

“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反动武装正
在 繁 殖 ， 剿 匪 工 作 必 须 全 盘 计 划 ，
严 密 布 置 ， 认 真 进 行 ， 剿 匪 已 成 为
西南地区全面的中心任务”。川西剿
匪 工 作 采 取 了 “ 先 腹 心 区 后 边 沿
区 、 先 交 通 要 道 后 两 侧 乡 村 、 先 股

匪 后 散 匪 ” 的 剿 匪 步 骤 ， 剿 匪 取 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

1950 年 6 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
发 ， 四 川 地 区 的 土 匪 大 造 “ 第 三 次
世界大战已爆发”“准备迎接反攻大
陆 ” 的 舆 论 ， 气 焰 又 开 始 猖 獗 ， 行
动 更 变 本 加 厉 。 尤 其 是 成 都 附 近 的
邛 崃 县 一 带 ， 地 处 进 入 西 康 的 交 通
要 道 ， 土 匪 猖 狂 至 极 ， 竟 然 包 围 了
邛 崃 县 城 ， 扬 言 要 摧 垮 新 生 的 革 命
政权。

6 月 23 日，韩丙贵所在的辎汽 3
团警卫连接到匪寇攻打邛崃县城的军
情后，全连战士奉命出击，与土匪在
邛崃县城附近展开了激烈战斗，多次
打退匪徒的猖狂进攻。就在这次战斗
中 ， 韩 丙 贵 不 幸 中 弹 牺 牲 ， 年 仅 21
岁。

韩丙贵的一生可谓坎坷。他生于
贫苦家庭，长在艰苦岁月，历经军阀
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

成立后的西南剿匪，但他始终以坚定
的信仰、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冲锋陷
阵，在枪林弹雨中成长，在烽烟战火
中永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韩丙贵牺牲后，其母赵贤贤想把
儿子韩丙贵的遗骨运回家乡埋葬。韩
丙 贵 两 个 弟 弟 分 别 于 1956 年 和 1958
年 两 次 ， 去 四 川 邛 崃 县 烈 士 陵 园 扫
墓 ， 并 与 该 县 民 政 部 门 洽 谈 兄 长 遗
骨归葬事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
成其母的心愿。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
山。革命烈士韩丙贵像一座高山，虽
然他未能长眠于故土，但他的精神丰
碑永远屹立在故园人民的心里。他在
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华儿女
的一员，和无数先烈一起前赴后继、
舍生忘死的革命壮举和为国为民、舍
身取义，大义成仁的不屈不挠、英勇
善战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且历久
弥新。

韩丙贵：埋骨无须桑梓地 川西剿匪留英名
韩根龙

在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展台上展示着雷锋当年的入党志愿书（3 月 18 日
摄）。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内展示的照片：指导员高士祥指导雷锋填写入党志愿书（3
月 18日摄）。

3月 18日，记者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拍摄的内景。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雷锋离去已有 59 年，但他

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精神却在时代的淬炼下熠熠生辉。

抚顺学雷锋典型联合会副秘书长褚士奇展示自己收藏的一份刊登《雷
锋日记摘抄》的人民日报（3月 18日摄）。

本组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在部队开过的 13 号汽车，雷锋蜡像
端坐在驾驶位上，手中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3月 18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