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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路艳茹

本报讯 在淮河路办事处亚新社区，今年
77岁的老党员闫道立已经做了 4 年“义务环保
监督员”，他不但身体力行，积极倡导低碳生
活，而且经常彻夜蹲点，监督辖区工厂污水排
放情况。

在亚新社区楼院内，经常可以看见头戴红

帽、胸前挂有“环保监督员”牌子的闫道立。
在别人眼里，闫道立过着名副其实的环保

生活：家里遍栽绿色植物，空调轻易不开，手洗
衣服，洗衣粉能少用则少用。

闫道立说，这些都是以前生活艰苦时养成
的习惯，没想到却因此成了“环保达人”。

为了对得住“环保达人”的称号，闫道立开
始四处推广环保理念。

他每天在社区楼院溜达，手里拎一个塑料
袋，看到有果皮、纸屑就会捡起来。遇到有乱丢
垃圾的人，他一定会上前说教一番。

前一段听说市里治理河道污水排放，闫道
立自愿去辖区工厂附近蹲点，经常一蹲就是一
整夜。由于推广环保理念得力，闫道立已连续
两年被评为市环境保护系统优秀环保政风行风
监督员。

青年志愿者送爱心
发照片到微博上给老人们看

64岁老人说
她3年前就玩过微博

□记者 范光华

本报讯 昨天下午，爱馨滨河老年公
寓很热闹。

在第 49 个学雷锋日到来之际，团市
委组织青年文明号集体、青年学生走进
爱馨滨河老年公寓，为百余名老人进行
志愿服务。

现场，郑州四中的学生为老人献上丰
富多彩的节目，博得老人们阵阵掌声。高
兴时，老人们还上台和志愿者共唱《学习
雷锋好榜样》。

同学们还将和老人一起聊天、表演的
视频发到了微博上，引起了其他同学和网
民的关注，大家认为这是积极传播雷锋精
神的时尚形式。

老人们也从电脑、手机上看到了自己
在微博上的照片和视频，这引发了他们对
新时代科技产物的好奇和兴趣。

看到志愿者们聊得高兴，64岁的禄建
英老人接话说，她的微博名字是“樱桃沟
的来客”。

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她说，3年前玩过微博，“当年下乡时

在樱桃沟劳动过，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后来因为脑出血，左半边身子行动不便，
就不玩了。

演出结束后，郑州市中心医院的专家
就一些老年人常见多发病，从如何合理饮
食、正确用药、适当锻炼等角度，为老人们
进行了耐心细致、通俗易懂的讲解，指导
老人们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此次活动是团市委开展的“关爱老
人、情暖社会”爱老敬老系列帮扶活动之
一，同时也是弘扬雷锋精神、关爱特殊
群体、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
举措。

同学们的《雷锋日记》都是厚厚
的，有的是在班级之间流动，有的是
在学校之间续写。

春晖小学的校园里：低年级同学
怀抱的作业本散落在地，旁边立即会
有同学上来帮忙整理。

招领台上：一本《拾金不昧登记
册》和一本《失物招领登记册》都写得
满满的；捡到的水杯、红领巾、衣服、
零钱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失主领回失

物后，不忘写上：“谢谢你，小金豆。”
学校附近的家属院里，两姐妹在

小区捡到一个钱包，自己动手制作了
一张失物招领海报，贴在小区门口，
失主很快找回了自己的钱包。

胡建玲说，同学们做的好事还有
很多，虽然都是一些小事，却是“一生
的财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身
边小事做起，管好自己，不给他人添
乱，再帮助别人，这就是雷锋精神。”

哥哥说：他是一幅美丽的画；
姐姐说：他是一首悦耳的歌；
妈妈说：他是月亮，是盏指路的明灯；
爷爷说：他是太阳，能照亮世界每个角落……
二七区春晖小学的大队部里有一本《雷锋日记》，开

篇就是这样的话。这是孩子们对雷锋的一种认知。
他们都知道有这样一本日记，日记还要在每个班级里
流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续写。

《雷锋日记》的第一篇是2011年3月18日写的，到目
前已经坚持写一年了。 记者 张勤/文 张翼飞/图

3月5日是“学雷锋日”，学雷锋的
活动逐渐进入高潮。

不过，也有这样的说法：雷锋叔
叔是3月来4月走。“学雷锋日的时候，
做好事的人多，而平时大家好像又忘
了这件事。”二七区春晖小学的一位老
师说，这种说法在校园里也有。

“不让雷锋叔叔‘3月来 4月走’，
而要成为学生做人的底色。”春晖小
学校长胡建玲说，“通过各种教育活
动，逐渐把雷锋精神灌注到孩子们的
日常行为中。”

在二七区，续写《雷锋日记》的活
动从去年开始，每个学校都在进行。
昨日下午，二七区对“学雷锋”活动进
行表彰，同学们的《雷锋日记》被一一
展示出来。

据了解，每所学校都有一本《雷
锋日记》，以班级为单位续写日记，
每周流动一个班级，同时流动的还
有“ 雷 锋 中 队 旗 ”和“ 雷 锋 故 事
书”。而拿到《雷锋日记》的同学，
还可以看看其他班级的同学是如
何做的。

孩子们是这样“学雷锋”的

“让雷锋精神成为学生做人的底色”

3月2日上午，春晖小学的两名女生捡到一条红领巾，正在
《拾金不昧登记册》上作登记，并把失物放在这里等候认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