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山信使王顺友

20多年跋涉在大凉山深处、书写世
界邮政传奇的王顺友，在路上累了，就会
唱起自编的山歌“党的领导指引我，要学
雷锋一个样，为人民服务要到底，我和人
民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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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岁那年，王顺友从父亲手中
接过缰绳，成了一名马班邮路投递
员。 他担负着从木里县城到倮波乡
邮路的投递工作。 这段马班邮路往
返里程 360 公里，山高路险，气候恶
劣，有时一天要经过几个气候带。由
于投递路线长， 他一年有 330天左

右的时间奔波在邮路上， 饿了就吃
几口糌巴面，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
困了就睡在荒山岩洞。 但他仍然坚

韧执着、 乐观向上， 唱着自编的山
歌，年年出色完成投递任务。

24 年来，王顺友在雪域高原送
邮行程达 26 万多公里， 相当于走
了 21 趟两万五千里长征。 24年来，
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 没有丢失
过一封邮件 ， 投递准确率达到
100%。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
热心为农村发展经济办好事、 办实
事，为农民群众传递科技信息、致富
信息，购买优良种子。 多年来，他用
实际行动实践着 “为人民服务不算
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的人生追求，
受到当地藏族同胞的衷心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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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虎自从事水电维修工作以来，10 多年
如一日，背着工具箱，骑着一辆自称为 “老坦
克”的旧自行车，奔波于 6000 多户居民中间。
修电路、通水路、掏马桶，他每天都重复着相同
而琐碎的工作；为了居民们报修的便利，他还
制作了 3 只“特约报修箱”挂在居委会、电话间
墙上。 多年来，徐虎每天晚上 7 点准时打开报
修箱，义务为居民修理 2100 余处故障，花费了
6300多小时的业余时间。 徐虎还主动带徒，手
把手地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理念传授给

徒弟，形成了广泛的“徐虎效应”。 24小时“徐
虎热线”开通的10 余年间，
每年都要接到各类报修、咨询电话
3万个左右。

1998 年以后，徐虎开始从事管
理工作。 他坚持角色变了，“辛苦我
一人，方便千万家”的信念不变 ，一
如既往地用自己的敬业、钻研和奉献
精神，积极钻研物业管理和现代经营
管理理论，结合实践撰写了多篇具有
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论文。

丁晓兵在 1984 年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英勇
负伤，失去右臂，荣立一等战功，荣获为他特批的第
101 枚“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 20多年来，丁
晓兵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不要组织照顾，放弃到地方
任职、军校任教、机关工作的机会，坚持在基层部队摔
打锤炼。 他永葆“战时忘死、平时忘我”的英雄本色，克
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从洗衣服、握笔写字、打背包
练起， 训练场摸爬滚打样样争先， 数十次参加军事演
习、抗洪抢险、扑救山林大火，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
优秀的师政委。

丁晓兵当指导员时， 所在连队被评为军区基层
建设先进单位；当教导员时，所在营被师评为全面建
设先进营；当团政委时，团队被武警部队记集体三等
功。 他还 20 多年如一日坚持学习，仅读书笔记就写
下了 900 多万字， 结合工作实践先后创造的105 条
经验被上级肯定和推广。

钱学森说：“活着的目的就是为
人民服务， 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
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 钱学森按照
技术科学的思想， 主持建立了各个专
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他在
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

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
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
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
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
学习用具。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 钱学森经常深
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 那里自然条件的
恶劣， 人民生活的艰辛，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钱学森提出了发展沙
产业的思想， 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
100 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照片上的杨善洲满头白发、朴素慈祥，工作 35
年， 这位原保山地委书记， 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
色，廉洁奉公、一心为民。 1988年退休后，他主动放弃
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
一干就是 22 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 5.6 万亩，林
场林木覆盖率达 97%以上。

杨善洲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今朝生机勃勃

的绿色天地， 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不仅如此，他还带领群众修建了 18公里的林区公路，
架设了 4公里余的输电线路，使深居大亮山的村寨农
户，通电通路。

2010 年 5 月 5 日，杨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
府为他颁发的20 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10 万元捐赠
给保山第一中学， 另外 10 万元捐赠给大亮山林场。
他去世前，还将价值 3 亿元的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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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秋， 张华以沈阳军区空军系统第

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
系。 张华像雷锋那样关心集体，乐于助人。

在学校，他是军人委员会副主任，利用假
期办小报，宣传学校里的好人好事，给学员家
长寄发喜报。 他像雷锋那样爱憎分明，见义勇
为。 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张华发现一个小偷在
行窃，他挺身而出，喝令小偷将偷来的钱包交
还。 他像雷锋那样关心国家利益， 保护人民财
产。 一年，张华暑假探望父母，正赶上当地山洪
暴发。张华只和父母打了个照面，转身就上了工
地，参加抢险救灾。 他像雷锋那样发扬钉子精神，在学习
上有股挤劲和钻劲，
各门功课取得了平

均 80分的好成绩。
1982 年 7 月

11 日，西安市霸桥
区新筑乡 69 岁的
魏志德老人在公

共厕所疏通粪便

时， 被沼气熏倒，
落入粪池。正在附近的张华
听到呼救声， 毫不犹豫地下到 3 米深的粪池内，奋
力抢救魏大爷， 不幸被浓烈的沼气熏倒在粪池中，
因严重中毒窒息，光荣牺牲，年仅 24岁。

刘英俊学雷锋最

大的特点就是言行一

致 ，从点滴做起 ，从身
边做起。 在连队，他是
“业余修理员”，连队的
桌椅 、门窗坏了 ，他主
动修好。 在医院住院，
他是“劳动休养员”，帮
助重病号打水、 端饭，
协助医护人员扫地、刷
痰盂。 出差途中，他是
“义务勤务员”，扶老携
幼 ，急人所难 ，好事做
一路。 在部队驻地，他

是附近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小朋友们上
政治课， 还用自己的津贴给学校买了许多宣传革
命英雄人物的书籍。刘英俊像雷锋那样闲不住，有
空就为群众做好事；也像雷锋那样，做好事不留姓
名。他经常在佳木斯市西区帮助这家买粮，帮助那
家挑水，可群众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966年 3 月 15 日， 刘英俊为使受惊的马匹不
伤到群众，不顾个人危险，使尽全身力气踢倒惊马。 6
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翻倒的车底。由于伤势
过重，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 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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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
———雷锋

雷锋， 一个平凡而伟大
的士兵， 以其短暂的一生谱
写了无比壮丽的人生诗篇，
树起了一座不朽的道德丰
碑； 雷锋精神， 一座内涵丰
富、意蕴深刻的精神宝库，以
其与民族传统美德、 社会进
步潮流、 党的先进本色相契
合的魅力， 哺育和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人成长， 内化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成为中
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

离开雷锋的日子里，
“雷锋”从不曾离开……

人民的好儿
子刘英俊

独臂英雄丁晓兵

雷锋牺牲的当年，一个叫刘英俊的青
年入伍了，这个年轻的战士把“向雷锋同
志学习”的题词刻在了自己劳动用的锄头
上，也刻进了自己的心里。

“清廉，
自 上 任 时

起；奉献，直
到 最 后 一

天。 ”杨善洲
的一 言 一

行， 堪称弘
扬雷锋艰苦

奋斗、 勤俭
节约创业精

神的楷模。

1982 年 11 月 25 日，中央军委颁令，授予
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人们通过媒体认识了一名
普通的水电维修工———徐虎。 “辛苦我一人，方便千
万家”，徐虎在水电修理工的平凡岗位上，长期积极
主动为民排忧解难，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

“对军人而言，雷
锋精神是一支值得永

远传承的精神火炬。 ”
“独臂英雄”丁晓兵说，
每到生死攸关的紧要

时刻，中国军人总能挺
身而出，把祖国和人民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书房里，静静摆放着《像雷
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他一生荣誉无数一向
淡然，却唯独因与雷锋并称为“优秀共产党人”而
“心情激动极了”。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