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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光顾十中队南京路为民服
务摊点的群众都说，十中队官兵有三
项“绝活”：修伞、补鞋、磨刀。整整35
年，三项“绝活”频频出现在各个时期
的中队历史资料中，时至今日依旧在
为老百姓日常所需贡献光与热。随
着时代变迁，十中队官兵在“老三样”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更新”着服务
项目，践行着现代版“雷锋精神”，一
些多元化“定制”悄然进入为民服务
之中。

两年前，战士高健接过老兵的工
具箱，开始为民服务。有一次，一位
老大爷在修伞后发出一声叹息，小声
嘟囔：“这个小伙子只会默默干活，不
爱说话，这有什么意思啊，我来修伞
又不是为省钱，主要是跟战士们说说
话……”高健顿悟，为民服务光靠技
术还不行，更要有贴心的服务。回中
队后，他买来有关心理学、老年保健
等方面的书籍，开始学习与老人沟通
的技巧，还专门找了几个上海战友学
习上海话。

一次，一位本地老阿姨前来让高
健补鞋，小高不仅出色完成任务，还
用熟练的上海话与她拉家常，聊到开
心的地方，两人会心一笑。如今，高
健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许多老百姓
每月20号一大早从家里出发赶到南
京路步行街，就为了能得到小高的义
务服务。“大老远来这里找小高理发
不图别的，就是为了能和这些年轻的
战士在一起，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很
多。”家住松江泗泾的吴大爷是十中
队为民服务点的常客，经常搭乘第一
班地铁赶到南京路为民服务摊点。

今年3月5日，南京路步行街举

行盛大的学雷锋35周年纪念活动。
来上海旅游的加拿大游客Franklin
在十中队为民服务理发摊点前徘徊
观望，看到排着长队的理发队伍，不
禁对中国军队提供的为民服务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

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终于轮到
他理发，十中队“金牌”理发员陈明微
笑着将他迎到座椅上。“这是免费的
吗？”Franklin不停用手势比划，再三
确认理发服务是否是免费的。陈明
频频点头，打消了他的顾虑。“我想要
这样的发型。”刚坐下，Franklin又拿
出手机上的一张图片递过来。陈明
定睛一看，照片上正是足球明星贝克
汉姆，留着一头帅气的莫西干发型。
虽然有些难度，却也难不倒陈明，原
来中队每周都会请共建单位的理发
师上门培训，理发员除了熟练掌握部
队标准发型以外，还能得心应手地为
群众“私人订制”。

作为大学生战士的陈明不仅理
发技术出众，英语水平也非常棒，两
人很快聊到一起，手中的剪刀上下纷
飞的同时，两人的话题也从足球明星
转移到从上海的风土人情以及南京
路的发展变迁。不知不觉，两人畅聊
了十分钟，Franklin的头发也已经梳
理完毕。望着小镜子里焕然一新的
帅气发型，Franklin啧啧称赞：“中国
军队，太棒了！”

如今，十中队的为民服务已经能
满足群众提出的“多元化”要求，项目
也已由当年的“老三样”拓展到医疗、
法律咨询和商品鉴别等领域，为民服
务的受众也拓展到外籍人士、残障人
士等多种群体。

承光荣传统、推个性服务、吸外国粉丝

雷锋班战士35年践行雷锋精神

对于战士们而言，除了“摆摊位”
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南京路十里
霓虹灯下的巡逻兵，坚持立足本职岗
位、忠诚履行使命，才是学习雷锋精
神最有效的途径。

“how can I go to the
bund？”、“just go along the
street.”十里南京路霓虹初上，川流
不息的人群中，身着橄榄绿的十中队
巡逻战士格外引人注目，张口即来的
流利英语，让他们在为外籍游客指路
时游刃有余，举手投足间的“国际
范”，引得无数中外游客点赞。

巡逻在国际化大都市的最前沿，
哨兵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仪表仪容，还是执勤技能，时
刻都处在聚光灯下，尤其是执勤用语
运用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中国武警
的形象。

曾几何时，执勤英语可是执勤
官兵的老大难问题，遇到老外问路，
寻求帮助，巡逻官兵总会“绕道而
行”，出了许多“跌份儿”、“丢面子”
的尴尬。

为此，中队党支部利用文化学习
日，专门组织官兵学习与上海经济、
商业、旅游有关的知识，使官兵不仅
掌握了全国各地的方言，而且人人学
会了常用英语100句。

繁华的南京路虽然外表光鲜，
但同样暗流涌动。有一天晚上，班
长杨泽楠带队在南京路武装巡逻。
晚上八点左右，中队值班室命令，迅
速赶赴山东路协助公安干警抓捕贩
毒嫌疑人。他迅速带领巡逻组包抄
围捕，在接近毒贩交易的车子时，嫌
疑人穷凶极恶地掏出匕首挥刺过
来。面对危险，杨泽楠迎刀而上，顺
势一挡，左小臂被划开10公分的血
口，鲜血滴洒地面上，但他浑然不
顾，瞄准时机挡抓抡摔将其制服，车

上另两名毒贩见状束手就擒，当场
缴获毒品45克，管制刀具6把，毒资
38000余元。

无独有偶，有一次一名男子手持
折叠刀，在西藏中路九江路口拥挤的
人流中四处挥砍，突如其来的暴行让
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

分秒之间，危情之下，李春雷立
感情况危急，如不果断处置，会造成
人群恐慌，发生更为严重的踩踏事
件。转念之中，李春雷果断逆行于
人流，带领官兵分两路堵截，面对精
神失控的施暴者，李春雷沉着冷静，
看准时机，趁其不备，一招卷腕夺刀
将其制服在地。这一经典瞬间被过
往市民用手机定格下来，在各大媒
体上转载，并被挂在荣誉室的显眼
位置。

“面对生死考验，我们不敢挺身
而出，就不配做十中队的战士。”这是
中队官兵共同的心声。为了练就过
硬本领，中队紧贴城市核心区“事发
突然、处置迅速”的特点，把巡逻官兵
的训练场摆到闹市，安排部分人员充
当“蓝军”，临时设置情况，随机挑选
场景，实地进行演练。为确保关键时
刻一招制敌，他们邀请国家级散打队
教练教授实战动作，并与擒敌术进行
对比研究，总结出一套卓有成效的近
身格斗方法。

结合岗位学雷锋，十中队硕果累
累。这些年来，南京路恶性案件发案
率始终为零。中队协助公安机关查
处治安事件230余起，抓获犯罪分子
80余名，并在外滩救助落水群众100
余人。

“一种精神之所以永恒，是因为
它有着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旺盛生
命。35年如一日践行的雷锋精神，是
十中队官兵与这个时代碰撞出的最
绚丽的精神火花。”中队负责人说。

《庄子·人间世》有曰：“作始也
简，将毕也钜。”形容某一事物或现象
开始时看起来不起眼，但经过发展必
将带来巨大的变化，促进社会的进
步。1956年，董必武先生在“一大”
会址纪念馆写下这苍劲有力的8个
大字，如今这幅字的拓片被放置在十
中队为民服务站内，昭示着为民做好
事，会一传十、十传百。

“一个人的爱是有限的，但只要爱
互相传递，人人献出一份爱，整个社会
就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如今，为民
服务日早已不是十中队唱“独角戏”。
正如董老所书，35年里，十中队为民服
务的传统就像“火种”，通过一代代的
战士传递，播撒到社会各个角落。学
雷锋也从“一条街”，逐渐覆盖全区。

南京东路街道管委会主任贺玖
余说：“35年前在南京路上学雷锋是
十中队的独家买卖，而如今学雷锋在
南京路已蔚然成风。”历经35个春夏
秋冬，这项活动风雨无阻，延续至今，
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10
余所高校，和平眼科医院、仁济医院、
瑞金医院等三甲医院，上海金茂律师
事务所、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等法律机
构纷纷组建为民服务小组参与其中，

与官兵们一同累计做好事5万余件，
服务对象20余万人次，成为南京路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十中
队官兵就像“火种”，走到哪里，就把
雷锋精神传播到哪里。

前些年，十中队退伍战士阴国君
当上了大娘水饺餐饮有限责公司南
京路分店的店长。他上任的第一件
事，就是与十中队签订共建协议，请
官兵给员工讲党史，带领员工参加中
队的为民服务。如今，在他的带领
下，分公司每年都有140多名员工参
与驻地无偿献血，数百名员工长期给
金杨街道敬老院当义工。在他的建
议下，总公司每年设立专项资金资助
贫困失学儿童。

大学生士兵陈晨在部队是学雷
锋标兵，退伍复学后，被大学聘为雷
锋精神宣讲员。如今已是东方航空
公司波音737机型大队副机长的他，
在机组里成立了学雷锋服务小组。

“雷锋班”战士徐志退伍后自主
创业，成立了一家饲料公司。事业有
成的他，没有忘记弘扬雷锋精神，带头
招聘20多名残疾人职工，带头为村里
修路建桥，带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

《庄子·人间世》有曰：“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某一小事虽然起初并不起眼，但经过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变化。雷锋精神，对此就是
最好的诠释之一。每个月的20日，“南京路上学雷锋，霓虹灯下新一代”为民服务站的招牌格外显眼，活动发起人就是武警上海总队
一支队十中队的雷锋班官兵。35年前，十中队官兵接过“南京路上好八连”手中的钢枪，也同时接过了爱民为民这面光荣的旗帜。35
年间，中队托举起“好八连”的火炬，使“雷锋精神”星火不断蔓延，始终挺立于精神高地，成为南京路上的道德航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从传统服务到多元化“定制”

从“一条街”服务到区域联动

从“摆摊位”到岗位学雷锋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张端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