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州“编外雷锋团”：
半世纪做好事40余万件
捐款近150万元，捐衣物30余万件，捐书籍20余万册
邓州，一座豫西南小城。北依伏牛山，南连荆襄，西纳汉水，东接
宛洛，有“三省雄关”之称。这座看似与雷锋不搭边的小城，却享有
“中国第一雷锋城”的雅号。
半个世纪前，560名邓州籍“雷锋战友”退伍还乡后，成为平凡岗
位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并把“春天般的温暖”带给身边人。雷
锋精神，成了这座小城的独特风景。
近日，记者走进邓州，聆听“编外雷锋团”的故事，感受永不磨灭
的雷锋精神。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文/图

560名雷锋生前战友自发组成
说起“编外雷锋团”的渊源，

现任“编外雷锋团”政委的姚德奇
告诉记者，这要从 1960 年聊起。
那年8月，姚德奇等560名邓州籍
青年入伍到沈阳军区，与早一年
入伍的雷锋在同一个团，姚德奇
就和雷锋住过上下铺。

退伍还乡后，他们始终把
“雷锋战友”作为最高的荣誉，把
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作为毕生
追求，并成立了“编外雷锋团”。
2003年建成的“编外雷锋团展览

馆”更是成了传播雷锋精神的重
要阵地。对此，邓州流传着这样的
民谚：“做的好事就像天上星，看得
见，数不清。”

现如今，“编外雷锋团”由当初
的3个老战友营发展到19个营及5
个直属连排，人员由最初的560人
发展到 12000 余人，共为困难家
庭、灾区群众、贫困病人捐款近150
万元，捐衣物30余万件，在社会上
做好事40余万件，为学校捐赠各
类书籍20余万册。

当好“种子”，广播雷锋精神

560名老兵，无论在党政机关，
还是在工厂、农村，都始终像雷锋
那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已靠开发滩涂地致富的丁
世豪有一间为人乐道的“雷锋小
屋”，里面尽是雷锋像、雷锋书、雷
锋标语……这是他的精神圣殿。

在部队的时候，棉裤划破
了，战友雷锋不仅帮他缝好，还
送他一本毛主席著作，赠言“当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1968
年10月，丁世豪复员后，在每个
岗位上都表现突出。后来工厂
倒闭了，丁世豪下岗。有人笑话
他：“学习雷锋好榜样，学来学去
也下岗。”但丁世豪说服家人一
起回到农村，当起了农民，并建
了这间小屋。记者采访期间，不
少街坊邻居都夸赞：“他就是活
雷锋啊。”

丁世豪只是 560 颗“种子”
中的一颗。原雷锋团政治处主
任姚德奇，转业后任邓州房管
局局长，却是远近闻名的“抠门
儿”；雷锋曾为他缝过裤子的于
彦斌，转业到机械厂当保管员，
30年间从空油桶里“抠出”价值
20余万元的剩油……

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广
播着雷锋精神。

“电力雷锋营”中还有一群
“女雷锋”，她们常年无微不至
地帮扶着孤寡老人、孤儿等弱
势群体。

6 月 13 日上午，花洲社区
88 岁孤寡老人王绍华的家里

一片笑声，“三八雷锋班”的“闺
女”们又来看她了。班长门金
梅一口一个“娘”，在外人眼里，
这分明就是母女俩。门金梅们
给老人已经当了13年的闺女。

门金梅告诉郑州晚报记

者，“三八雷锋班”成立 13 年
来 ，成 员 换 了 一 茬 又 一 茬 ，
但爱心接力从没断过，先后
帮 扶 孤 寡 贫 困 家 庭 398 户 ，
救助 6 名孤儿，捐助 36 名贫
困留守学生。

2010 年 3 月 2 日，在金胜
利的带领下，“吧友营”成立了，
利用网络平台做善事、扶贫帮
困，弘扬雷锋精神。目前热心
网友已有1000多人。

6月13 日上午，在邓州市
交通南路的解放清真寺，由
吧友营组织的救助罹患重病
的张国宾爱心捐助现场，爱
心人士一拨又一拨地捐款。

金胜利说，今年，他要让更多
有 爱 心 的 网 友 加 入“ 吧 友
营 ”，开 展 更 大 范 围 的 帮 扶
活 动 ，“ 让 爱 的 种 子 在 网 上
开花结果”。

三八雷锋班在孤寡老人家检查线路老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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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关于
《素质教育的郑州实践》一文
的报道非常好，关注郑州市教
育系统近年来在素质教育道
路上的探索和实践，应该持续
关注下去。”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保华昨日在接受郑州晚报记
者采访时说。

田保华是市教育局副局
长，一个钟情教育，为课改痴
迷，带着思考行走在一线教学
现场多年的行动研究者，一个
被朋友戏谑为“中国最著名的
教育局副局长”的教育人。

“我们局长毛杰说，郑州要
做有灵魂的教育。什么是灵
魂？我个人的理解是：灵魂，
就 是 价 值 观 。 有 灵 魂 的 教
育，应当是具有正确的价值
追求的教育。”田保华说，教
育的灵魂是育人，培养人格
健全、和谐发展的人，是“使
儿童带着整个的身体和心智
来到学校，又带着更圆满发

展 的 心 智 和 更 健 康 的 身 体
离 开 学 校 ”，是 在 发 展 学 生
智 力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学 生 的
情 感 、意 志 品 质 、性 格 和 道
德修养。

在 希 腊 文 中 ，学 校 一
词 的 意 思 就 是“ 闲 暇 ”。 在
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
足 的 时 间 体 验 和 沉 思 ，才
能 自 由 地 发 展 其 心 智 能
力 。 有 些 地 方 、有 些 学 校 ，
由于教育道德的缺失，使教
育失去了正确的价值追求，
也 就 是 丢 失 了 教 育 的 灵
魂 。 许 多 老 师 ，唯 恐 孩 子
虚 度 光 阴 ，一 天 到 晚 驱 使
着 他 们 做 无 穷 无 尽 的 所
谓 的 功 课 ，岂 不 知 这 种 做
法 才 是 真 正 的“ 虚 度 光
阴 ”，孩 子 的 灵 性 和 自 主 创
造 力 在 题 海 中 被 逐 渐 地 淹
没，孩子失去了童年。

“我们知道，人生的各个阶
段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尤

其儿童期是身心成长的重要时
期，也应该是人生最幸福的时
光。”他说，教育最大的功能应
该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
义的童年，这样才能为他们
的一生打下良好的基础，而
我 们 现 在 就 把 沉 重 的 功 利
目标压在孩子的身上，驱赶
着 他 们 去 功 利 的 战 场 上 浴
血 奋 战 ，致 使 孩 子 失 去 童
真 、性 格 扭 曲 ，这 样 的 人 生
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

做有灵魂的教育，就要让
教育回归本质，让教育回归孩
子的心灵。教育是人灵魂的
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
堆积。甲骨文中的“教”，右边
的“文”中有一颗“心”，几经演
变，那颗“心”不见了。从本质
上讲，教育就是“以心灵感应
心灵”的过程。“心灵”是一切
经验的基础，它创造了快乐，
也创造了痛苦。欲望使我们
存在，而心灵决定我们存在的

品质。一个人的快乐与幸福，
不是由你获得了多少来决定，
而是决定于你感受到了多少。
教育之道，道在心灵。毫不客
气地说，如果教育未能触及人
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
处的变革，就不能称其为教
育。如果孩子们的心灵没有被
教师感应到，一切教育都是没
有用的，教育的本质将离我们
越来越远。因此，教育应该回
归到孩子的心灵深处。

做有灵魂的教育，就要让
教育回归“道德”，要给孩子指
明生命发展的方向，帮助孩子
寻找生命的意义。“因此，我
们的教育应该‘贴近生命需
要，揭示生命的真相，引领生
命的成长，探寻生命的意义，
成全生命的价值’。这既是
教育的价值追求，更是我们
教育人的不懈的价值追求！”
郑州要在全市总结、提升、推
广素质教育的经验。

官员观点：让教育回归本质 回归孩子的心灵

“看了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素
质教育的郑州实践》一文，我非常
高兴，它是我市基础教育阶段素质
教育成果的缩影，也说明我市的素
质教育已初见成效。”昨日下午，郑
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中立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王中立说，实践证明，郑州的
素质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成果，学生
的发展也日趋全方位。可以说素
质教育已然成了郑州的一张名片，
受到了全国范围内教育同仁的关
注。这是多年以来全市教育工作者
对素质教育孜孜不倦的探索及勇敢
的实践的结果。

王中立认为，素质教育的本质
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特长发
挥。其中，全面发展包括学生学
科、修养、品格及人格等方面的
健全发展，其中任何一项缺失都
会造成学生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品
格和学科。在个性特长方面，要侧重
学生的专长与创新，挖掘学生潜能。

校长建言：要让学生
全面发展发挥特长

《素质教育的郑州实践》引发社会大讨论
上接AA02版

吧友营：让爱的种子在网上“开花”

卫生排：有个爱“赔本”的村医

邓州市彭桥镇卫生排有一
个爱干“赔本生意”的村医曾伟，
舍弃大城市医院的优厚待遇返
乡，曾经为患者垫付药费而无法
开诊。23年来，累计为患者减免

药费和爱心捐款50多万元，是村
民眼中的“血性汉子，菩萨心肠”。

曾伟告诉记者：“我有一个
梦想，就是在乡亲们转身就能
找到的地方，当一名好医生。”

在他的带领下，彭桥卫生
排每个成员都遵守一个原则：
能吃药好就不打针，能打针好
就不输液，不用提成药。五保
老人就医全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