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 的 故 事
（ 摘 编 ）

一心 向 着 党

“ 没有党 ，就没有我雷锋……”
“ 可 以说 ，在我周身 的每一个

细胞里 ，都渗透了党的血液……”
这是雷锋的肺腑之言。1960年

下半年 ，雷锋向连队党支部提 出 了
入党 申 请 。

1960年 11月 8日 ，雷锋——这
个刚刚20岁 的年轻战士光荣地参加
了伟大的 中 国 共产党 。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 ，这是多么
大的喜讯 ，多么庄严的时刻啊 ！雷
锋当 时感动得紧紧握着支部书记的
手，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

这一天 ，他怀着万分激动的心
情在 日 记 中写道 ：

伟大 的 党 啊 ，您 是我 慈 祥 的 母
亲，我所有 的 一 切 都是属 于 您 的 ，
我要永远听 您 的 话 ，永做 您 忠 实 的
儿子 。

人民 的 勤 务 员

“ 人 的 生 命 是 有 限 的 ，可 是 ，为
人民 服 务 是 无 限 的 ，我 要把 有 限 的
生命 ，投 入 到 无 限 的 为 人 民 服 务 之
中去……”这就是雷锋的崇高愿望 。
他寻找一 切机会为 人民服务 ，把 自
己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献给了人民 。

一天 ，雷锋因公出 差 ，踏上了
从抚顺开 往沈 阳 的 列 车 。上 了 车 ，
他看到旅客很多 ，连忙把 自 己 的座
位让给了一位老人 。他又看到列车
员很忙 ，就动手帮着扫地板 ，擦玻
璃，收拾小桌子 ，给旅客倒水 ，帮
助妇女抱孩子 ，给老年人找座位 ，
帮助中途下车的旅客拿东西 。一些
旅客不住地招呼他 ：

“ 同志 ，看你累得满头汗 ，快
过来歇歇吧！”

“ 我不累。”为人民服务 ，雷
锋是永远不知道累 的 。

到沈阳换车 的时候 ，一 出检票
口，他发现一个背着小孩的 中 年妇
女，丢了 车票 ，急得不知怎么办才
好。雷锋见到这种情况 ，便走到 中
年妇女跟前说：“大嫂 ，别着急 ，
跟我来吧。”

那中年妇女跟着雷锋来到售票
处。雷锋用 自 己 的津贴费 ，补了一
张车票 ，塞到她手里说：“大嫂 ，
快拿着上车吧 ，车快开 了。”

那大嫂看着手中 的车票 ，眼里
含着热泪说：“大兄弟 ，你叫什么
名字 ？是哪个单位的？”

雷锋笑了笑 ，心想这大嫂真有
意思 ，大概还想还钱呢 ，就说：“大
嫂，别 问了 ，我叫解放军 ，就住在
中国。”

雷锋出完差 ，从丹 东 回来 ，早
晨5时 多 在 沈 阳换车 。他过地 下 道
时，在熙熙攘攘的人流 中 ，看见一
位白 发苍苍的老大娘 ，拄着棍 ，背
个大包袱吃力地走着 。雷锋赶上前
去问道 ：

“ 大娘 ，您到哪里去？”
“ 俺从关 内来 ，到抚顺去看 儿

子。”老人喘着气说 。
雷锋一听 ，跟 自 己是同路 ，立

刻把包袱接过来 ，一手扶着老人 ，
说：“走 ，大娘 ，我送您到抚顺。”

老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对
雷锋一 口 一个 “孩子 ”地叫着 。雷
锋扶着老人上了车 ，车厢里 已经坐
满了人 。他正想给老人找个座位 ，
身边有个学生站了起来 ，让老人坐
下了 。雷锋就站在老人身边 。

老人将身子往里边靠了 靠 ，空
出一点座位说 ：

“ 孩子 ，你也坐下吧！”
“ 孩了……”每 当雷锋听到这

亲热的称呼 ，就象母亲 叫着他的小
名那样亲切 。他问老人的儿子是干

什么的 ，住在啊里 。老人说 ，她儿
子是个工人 ，出来好几年了 ，她第
一次来抚顺 ，还不知道儿子住在什
么地方呢 。老人掏 出一封信 ，递给
雷锋说 ：

“你看看 ，可知道这地方？”
雷锋看了信上写的地址 ，他也

不知道 。但他了解老人找儿子 的急
切心情 ，就说：“大娘 ，您放心 ，
我一定帮您找到。”

“ 那敢情好！”老人高兴得眉
开眼笑 。

火车进了抚顺站 ，雷锋背起老
人的包袱 ，搀扶着老人下了 车 ，在
大街上东打听 ，西打听 ，找了两个
多小时 ，终于帮助老人找到了儿子 。
母子见了面 ，老人第一句话就说 ：

“ 若不是这孩子送我 ，娘怕还
找不到你呢。”

老人的儿子紧紧地拉住了雷锋
的手……

1 961年 5月 的 一天 ，雷锋 冒 雨
到沈 阳 出 差 。他早晨5时 多从抚顺
驻地出发 ，在去车站的路上 ，看到
一位妇女身上背着一个孩子 ，手里
还领着一个小女孩 ，在滂沱大雨 中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车站走去 。雷锋
急忙上 前 ，脱下 自 己的雨衣 ，披在
那妇女身上 ，又背起地下走着 的小
女孩 ，陪 同她们母子一同上了 火车 。
在车上 ，雷锋见那小女孩冷得直打
颤，又把 自 己贴身 的绒衣脱下来 ，
给那小女孩穿在身上 。火车到了沈
阳，雷锋又一直把她们母子三人送
到家里 。那妇女感动得热泪盈眶 ，
紧紧握着雷锋的手说 ：

“ 同志 ，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 不要感谢我 ，大嫂 ，应 该感

谢党和毛主席 呀……”

迎着 困 难 前 进

雷锋参加完抚顺市人民代表大
会，回到连 里就当 了 四班的班长 。

一天 ，团 司令部让运输连派一
个班 ，到 山 区去执行任务 ，并且特
别嘱咐 ：那里 山 高路险 ，有些地方
没有公路 ，一定要派一个勇于克服
困难 、驾驶技术熟练的班去 。

“把这个任 务交给我们班吧！”
雷锋积极地向连首长要求说，“我
们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党支部研究 ，同意把这个
任务交给四班 。

雷锋受领任务后 ，首先带着全
班同志仔细地检查 了 车辆 ，直到 出
车的准备 工作全搞好了 ，他才离开
车场 去休 息 。第 二 天早晨5时 多 ，
雷锋和小韩驾驶着十三号车在前边
开道 ，零三号 、十 四号 、十 五号…
…一辆接着 一辆 出 发了 。

开始 ，路虽不平坦 ，总还是比
较宽敞的 。再往前 ，汽车就只能在
狭窄的 、高低不平的路上行驶了 。
到下 午3时 多 ，一道江岔子挡住了
他们的去路 。由 于夏季洪水的冲刷 ，
前面找不到能够行车的路了 ，到处
是碗 口 大的乱石头和一人多高 的苇
草、树茆子 。别说汽车 ，就是牛车
也要费点劲儿才能过去 。

“班长 ，怎么办？”小韩焦急
地问 。

“ 困难摆在面前 ，任务必须完
成。”雷锋斩钉截铁地回答 。他推

开车门跳下车来 ，迎着刺骨的寒
风，穿过挂着冰雪的树茆子 ，仔
细地查看了周 围 的地形 ，但仍没
有找到能行车 的路 。怎么办呢 ？
雷锋正在思索 ，山 凹处一座房屋
顶上 冒出 的青烟吸引 了他 。

“ 有办法 了 ！”雷锋脸上浮起
了笑容 。他急忙跑去 ，向住在那里
的老 乡 请教 。有位老 乡 告 诉他 ：

“这地方的上段是个干河套 ，
牛车 可 以从那 儿过 去 ，汽车能不
能过去可不敢说。”老 乡 说着就带
领他朝着干河套上段走去 。

经过实地查看 ，雷锋决定从
那儿过 。他对大家说：“同志们 ，
咱们从上段过 ，我先开车去试一
试，后面的车先等一等。”

雷锋跳上驾驶台 ，手把方向
盘，加大油 门 ，沿着老 乡 在雪地
上留下的脚印向 前开去 。汽车在
乱石滩上颠簸着 ，车身摇摇晃晃 。
他不管 自 己在驾驶室里多么摇摆
动荡 ，心里却始终沉着镇定 。他
两眼注视着雪地上那一 串脚印 ，
细心地往前开 ，汽车终于越过了
干河套 ，通过了 江岔子 。这时 ，
雷锋虽然 累 得浑身是汗 ，但他顾
不上休息 ，马上指挥着后边 的车
队，一辆接着一辆顺利地通过了
江岔子 。

十三号车继续在前面开 道 ，
没走多 长时间 ，一段积着厚厚冰
雪的 山 阴路 ，出现在他们面前 。
雷锋全神贯注地把着方 向盘 ，接
连爬了几次都没有爬上去 ，车轮
在冰坡上直打飞转 。大家很着急 ，
感到有劲使不上 ，都跳下车来 围
着雷锋问怎么办？雷锋想 ，群众
是真正 的英雄 ，遇到 困难就得依
靠群众来解决 。他对大家说 ：

“ 同志们 ，再困难也要上 ！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只要大
家出主意想办法 ，咱们就没有克
服不了 的 困难。”

大家听雷锋这么一说 ，就你
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有的说
把防滑链加上 ；有 的建议把路上
的冰刨掉 ；也有的主张在坡上垫
土垫草往上开 。雷锋看看天色 已
近黄昏 ，再不能耽搁时间了 。他
说：

“我看大家想的办法都挺好 ，
咱们就这么办吧 ，怎么样？”

“行！”大家 同意班长的意见 。
雷锋一面派几个同志赶快去

搞苇草 、加防滑链 ，一面从车上取
下一把大镐 ，就在车前刨起冰来 。

没过多久 ，搞草的 同志弄来
了十几捆苇草 ，垫到刨开 了 的车
路上 。雷锋把刨 出来的冰渣往路
外一扬 ，对小韩说 ：

“ 上车 ，咱俩先试试看。”
“ 好吧。”小韩答应 一声 ，

跟着雷锋跳上了 车 。
“ 加大油 门 ，全速前进！”

雷锋说罢 ，一个猛冲 ，十三 号车
首先冲上了冰坡 。接着 ，零三 号 、
十四 号 、十 五号……大家驾车胜
利地越过了这段冰坡路 。

永生 的 战 士

1962年8月 15日 ，上午 8时左
右，雷锋驾驶着汽车 ，从山 区风
尘仆仆地赶回 了抚顺驻地 。这次
运输任务不是很急 ，他在回来的
路上 ，就计划好了 要利用这天上
午的时间 ，分别 到他辅导 的两所
小学校 ，去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
们；下午再抽点时间 ，去看看烈
属张大娘 。

按时 回到连队后 ，连 首 长叫

他先休息一下再干别 的 。但雷锋
看到车轮上沾满了烂泥 ，车身上
也溅了许多泥水 ，就不顾行车的
疲劳 ，立即招呼助手把车子开到
营房后边一块空地上去擦洗 。

助手跳上驾驶座位 ，发动了
车子。雷锋站在路边上 ，摇着手
臂指挥助手倒车 ：

“ 向左 ，向左 ，倒 ！倒！”
汽车倒退到了拐弯的地方 ，

想不到左后轮突然滑进路边的小
沟，车身猛一摇晃 ，碰到了一根
连队战士们用来晒衣服的方木杆
子。雷锋正在全神贯注地指挥倒
车，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杆子砸
在头部 。雷锋同志扑倒在地 ，昏
迷过去了……

连队 战 友们 怀 着 焦 虑 的 心
情，立即把他送到附近的 医院进
行抢救 。副连长亲 自 驾驶着 汽车 ，
开足马力，飞一样地从抚顺直
奔沈阳 ，用最快的速度把沈阳著
名的医生接到了雷锋的床前 。但
是，由 于雷锋同志伤势过重 ，大
脑溢血 ，他 已经停止了呼吸 。跑
得浑身是汗 的副连长 ，泣不成声
地说：“雷锋啊 ，雷锋 ！就是我
死了 ，你也不能……”

雷锋——毛主席 的好战士 ，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祖国 人
民的好 儿子 ，年仅22岁 就和我们
永别 了 ！

人们无限怀念这位 “生为人
民生 ，死为人民死 ”的 英雄战士 。
因为他完全做到了他生前 的 日 记
中记 下的那四 句话 ：

对待 同 志 要 象 春 天 般 的 温
暖，

对待 工作要 象 夏 天 一 样 的 火
热，

对待 个人主 义 要 象 秋 风扫 落
叶一 样 ，

对待敌人要象 严 冬一 样残酷
无情 。

人们到处传颂着雷锋 同志的
英雄业绩 。

1963年3月 5日 ，报纸上发表
了毛泽东 的亲 笔题词 “向雷锋同
志学 习”，全党 、全军和全 国人
民热烈地掀起了 “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热潮 。

（ 全 文 完 ）

我与企业共命 运
征文

何以打“精神牙祭 ”
齐声 唤

厂长 、经 理

同职 工群 众的 关

系处理 得如何 ，

应当 说 是 企 业 能

否顺 利 度过 难 关

的一 个 关 键 问 题 。以 江 泽 民 为
领导 核心 的 党 中 央提 出 全心全
意依 靠 工 人 阶 级 的 指 导 原 则
后，虽 然 弱 化工人阶级 地位 和

作用 的 奇 谈怪 论 没 了 市 场 ，但
是主 人 翁 的 权利 和 义 务 还 没 能
很好 落 实 ，职 工 群 众 的 “失 落
感”仍 然 存 在 。在 一 些企 业 ，

“ 依 靠 ”仍 然 是 挂 在 嘴上 ，写
在纸 上 ，只 不 过 是 一 餐 “水 中
月，镜 中 花 ”式 的 “精神 牙 祭”。
有的 厂 长 、经 理 以 法人代表 自
居，陶 醉 于 “一 把 手”、“一
支笔”、“全 面 负 责”、“中
心地位”，一 切 自 己 说 了 算 ，
什么 职 代会 、工会 ，只 是 桌 子
上的 花瓶 而 已 。这怎 能保 障 主
人翁 地位 ，发 挥 主人 翁 作 用 ？
又如何共度 难 关 ？

当前 ，厂 长 、经理 与 职 工
群众 关 系 理得 不 顺 ，不 但有 各
自的 主 观原 因 ，而 且也有 客 观
原因 。总 的 讲 ，主要是 ：

一、从 思 想上 看 ，长此 以
往的 偏 见 是 产 生 隔 膜 的 基 因 。
一些人 片 面 理 解 厂 长 、经理 负
责制 ，认 为 “中 心作 用 ”就是

一锤定 音 ，把 厂 长 、经 理 负 责 制
同职 工 民 主 管 理 割 裂 开 来 ，甚 至
对立 起 来 ；有 的 认 为 ，工人 只 关
心工 资 奖 金 ，对企 业 生 产 经 营 不
大关 心 ；还 有 的 感 到 职 工 素 质 差 ，
不具备 参政 能 力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一些 厂 长 、经理把 民 主 管 理 仅仅
看成是 工 作 作风 和 工 作 方 法 ，而
没有 从保 障 职 工 主人 翁 地位 和 作
用的 高 度 来 认识 。

二、从经济上 看 ，企 业 财 产
主体意 识 难 以 形 成 ，减 弱 了 企 业
法人代表 的 聚 心 力 。在 社会 主 义
国家 里 ，职 工是 企 业 的 主人 ，是
生产 资料 的 占 有 者 。然 而 现 实 是 ，
企业 的 财 产 主 体 多 年 来 一 直 缺
位，未能 形 成财 产 主 体意识 。能
够体现 出 来 的 是

多劳 多 得 的 分配
原则 ，并 且有 时

也难 以 完 全 兑
现。于 是 ，在 职

工中 形 成 了 这样
一种 印 象 ：企 业
是国 家 所有 制 ，
全民 所有 制 空 有
其名 ，把本 来 是
统一 的 二者 ，割

裂甚 至 对 立 了 起 来 。
三、从体制 上 看 ，企 业 缺

乏均 衡 的 管 理 体制 也 是 重 要 因
素。在 以 往 的 一个 时期 ，在 企

业管 理 上 一 直 忽 视 职 工 这 一 主
体，不 是 强 调 “一 元化领 导”，
就是 宣 传 “能 人治 厂”，致 使 管
理体 制 失衡 。不 可 否认，《企 业

法》虽 然 对 职 工 的 民 主 管 理规定
了五个方 面 的 权利 ，特 别 强 调 企
业的 经 营 决 策 及 涉 及 职 工 切 身 利
益的 重 大 事 宜 ，必 须 经 职 代会 审
议或 决 定 ，但 在 一 些企 业 很 难 落
实。另 外 ，企 业 民 主 管 理 的 措施
不健全 、不 配 套 ，致使 民 主 管 理
目标 不 明 确 ，任 务 不 具体 ，方 法
不得 当 。

所有这些 ，都 不 利 于 厂 长 、
经理 同 职工群 众 关 系 的 协调 ，挫
伤和 影 响 了 职 工 的 积极性 ，必 须

切实 加 以 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