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哐当哐当——”
在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

化厂原料车间一煤A2作业区，运输
车与轨道奏起“交响曲”。“雷锋班”
以创新演绎工匠故事：自主研发皮带
机防大型异物保护装置，提升效率；
独创一种火车关门装置，保障安全。
2024年推出45项微改革，获4项专
利，节省成本510万元。这支“柳州
市工人先锋号”团队还常年助学帮
困，既修设备，更暖人心。

工装与红马甲相映成趣，匠心与
爱心相得益彰，折射出工业城市的温
柔内核。雷锋精神似春风，催开满城
芬芳，大地如画卷舒展……

这边厢，大街小巷好事多，民生
供给如毛细血管般渗透每个角落。

在鱼峰区白莲街道，诞生于
2012年的广西首个“雷锋超市”，让
温暖永不缺货：居民微信点单，上门
服务快速响应；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日
用品，形成良性循环；开发“社区经
济”公益项目，实现自我造血。

那边厢，服务窗口笑容美，“宠

粉”模式助力“网红”城市变“长
红”城市。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广西首
个火车站广场“窗口”志愿服务项目
——柳州市“雷锋广场”紫荆服务
站，365天“不打烊”：寒冬姜茶暖
胃肠，炎夏饮品送清凉，有问必答解
疑惑，爽口米粉味飘香。“宠粉”志
愿服务岗遍及全市景区，诠释“来了
就是柳州人”的待客之道。

处处“志愿红”，焕彩一座城。
近年来，柳州依托覆盖市、

县、乡、村四级的1446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深入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一场
场文明宣讲，暖了群众的心窝子；
一次次技艺培训，鼓了群众的钱袋
子；一桩桩民生实事，旺了群众的
好日子。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代代传承的雷锋精神，为人民筑
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60年的

“雷锋街市”，滋养城市之魂，彰显文
明底色。柳州110.83万名注册志愿

者、3868个注册志愿服务队伍，以
每年约1.5万场次活动，将雷锋精神
绵密织入城市经纬。

在这座涌现出1名全国道德模
范、37名“中国好人榜”上榜者、
13名自治区道德模范，2个全国学雷
锋活动示范点、12个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21个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奖的城
市，学雷锋蔚然成风。

柳江河畔，3名少年溺水，市民
奋不顾身，出手相救；鹅山脚下，九
旬老太烈日下摔倒，小伙搀扶，女孩
撑伞；儿童福利院里，孩子们穿上了
耄耋老人编织的毛衣，不仅暖身，更
是暖心……这是凡人善举汇成的美
谈。

“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李永
忠一家赡养保姆20年，彰显人性光
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杨宁
带领乡亲发展苗山特色产业，蹚出幸
福路；“大国工匠”郑志明在微米级
的世界里精益求精，助推“中国智能
制造”走出国门……这是时代新风生
动的注解。

生死时速的抢险现场，有柳工工
程机械的身影；“人民需要什么，我
们就造什么”，是上汽通用五菱的担

当；抗震防洪的救灾前线，柳州螺蛳
粉等“柳字号”产品千里驰援……这
是英雄城市上佳的代言。

其中蕴藏的家国情怀，与雷锋精
神一脉相承。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座
以实业筑基、用文明塑魂的工业之
城，正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
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导向，将
雷锋精神的时代答卷书写在高质量发
展的征途上。

【车厢广播】
跨越一甲子，“雷锋街市”从工

厂车间走向城市街巷，从单一服务升
级为文明生态，从工人群体扩展为全
民参与。当志愿服务从“做好事”升
华为城市品格，柳州这座工业重镇用
最温暖的方式诠释着雷锋所言：“一
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
干涸。”

“追‘锋’号列车”仍在前行。
今天，又到学雷锋纪念日，柳州各城
区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处处可见

“雷锋街市”，人人争当“活雷锋”。
雷锋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下一站，春意更浓。

《雷锋日记》 里
写道：“如果你是一

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
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

上？”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 62 周年。3 月 5 日，学
雷锋纪念日，柳州市柳南区革新路，连续60年

“不打烊”的“雷锋街市”如期开市。
在柳州，雷锋一直被人们以特有的方式怀念、

学习、追随。当春风轻拂大地，“雷锋街市”如繁花布满全
城，成千上万的“活雷锋”用行动回答雷锋之问：“是！”
雷锋精神，一直在赓续，以百年工业基因所传承的实干特质和创新

内核；一直在彰显，以400多万各族人民携手书写的团结故事、“柳州惊奇”。
革新路街口巨幅壁画上，时代列车滚滚向前。车厢里，还原着雷锋

“好事做了一火车”的情境。驻足的行人不知不觉间，“登”上这“追
‘锋’号列车”。

前方，一座穿越60年的“雷锋街市”在晨曦中苏醒……

“呜——”
一声汽笛，“追‘锋’号列

车”驶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
司柳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柳州车辆厂”）。

60年前的春天，厂区树荫
下，一群穿着工装的青年

支起小摊，热情吆
喝。不一会儿，
工友和家属拿着
衣服、脸盆、刀
具来了，接受缝
纫、修补、磨刀
等服务。最早的
“雷锋街市”应
运而生。

人 群 中 ，
26 岁的张志林

坐 在 凳

子上，右手握着刀柄，左手轻按刀背，
神情专注地打磨一把菜刀……

光阴流转，如今86岁的张志林仍活
跃在“雷锋街市”。当年用废铁做的铲
刀、支架等“老伙计”依然相伴，还添
了电动砂轮机及变废为宝自制的固定器
等“新伙伴”，让磨刀更高效。“我们工
人有技术，就把它用到实处。”张志林笑
着说。

青丝变白发，不变的是60年将一把
刀磨到极致的执着，大家称张志林为

“老刀匠”。“老刀匠”后继有人，他的女
儿、女婿同样热衷于志愿服务。“我要像
姥爷坚持为他人磨刀那样，尽自己的力
量关心关爱学生。”他的外孙女阮润清如
今是一名人民教师，将雷锋精神的种子
播撒得更广。

“只要还能动，我们这些‘螺丝
钉’就不会生锈！”张志林的老工友刘献
民，在柳州车辆厂的支持下，于2017年
牵头成立“银龄先锋”志愿服务队，人
人有绝活，个个能上阵。

“‘银龄先锋’做事认真负责，待
人耐心友善，是我们的榜样。”入职12年
来，90后电工宋佰顺从“初学者”成长
为“领跑者”，荣获全国铁道团委“尼红
奖章”。他说：“我将带动更多青年参加

‘雷锋街市’活动。有需要，我们就上！”
岁月漫长，初心滚烫。先进典型层

出不穷，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文
明家庭”等荣誉的李建珍是其中代表。
30多年来，她既照顾好生病的家人，又
投身志愿服务，用孝心撑起小家，用乐
观鼓舞大家。

翻开柳州车辆厂年鉴，关于“雷锋街
市”的记录从不缺席，青年变“银龄”、

“银龄”带青年的传承故事未完待续。

【车厢广播】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柳州车

辆厂主要从事铁路机车车辆修理，以
“精心修车、真心做人、同心造企业”为
理念。“柳车人”是柳州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奉献为荣耀。修得了火
车，也修得了家电，当雷锋精神的春
风，遇见工匠精神的沃土，便催生出柳
州工业文明的浩荡林海。

“趁热吃，免费！”
清晨的米粉店热气氤氲，老板曾

显国将刚出锅的米粉端给环卫工人。
作为“雷锋街市”商铺队长，这位坚
守26年的老店主，每月为特殊群体
提供20碗免费米粉。“街坊们照顾我
生意，我也要把善意传递下去。”说
话间，他又忙着给食客添了一勺秘制
酱料。

在革新路七区，一条400多米长
的街道上榜广西“最美街巷”。21家
商铺敞开大门，为路人提供歇脚、充
电等服务。11 家亮出红色灯箱的

“文明店铺”尤为醒目，门前写着电
动自行车充气、义诊等志愿服务项
目，犹如点点星光闪烁。

转过街角，车辆厂社区居民委
员会活动室里欢声笑语，身着民族
服饰的居民唱山歌、打油茶、制香
囊。“我们社区居民中包含14个少
数民族成分，人数占比18%。”社区
党委书记冯俐说，街坊通过民族手
工坊、民俗活动等相识相知，通过
学雷锋相亲相融，社区获评“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从1965年柳州车辆厂青年支起

第一个学雷锋小摊至今，这趟“追
‘锋’号列车”已开出惊人里程：服
务项目从零星几项扩展至60余种，
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服务半径从厂
区辐射全市。

修表匠黎建荣在操作台前，放大
镜映出方寸之间的专注，50多年义
务维修钟表数千块，“最美柳州人”
用巧手修复时光。柳州市第四十七中
学的剪纸摊上，苗族少女周丽苗十指
翻飞，期待剪出芦笙踩堂舞等图样，
把美好分享给大家。

“我们将学雷锋融入基层治理全
链条。”柳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覃秀
凤指着满墙荣誉介绍。“雷锋街市”
正以市井烟火为墨，续写跨越60年

的温馨长卷——橱窗里老照片与新剪
影交叠，见证着从修车补鞋到智能服
务的时代变迁，定格下“活雷锋”接
力传递的笑脸。

而今，街口的“雷锋有约”服
务站，以“点单-派单-接单-评
单”方式实现“雷锋天天在、服务
时时有”。

【车厢广播】
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

“雷锋街市”60年“不打烊”的生命
力，源于各族人民对真善美的坚守，
脉动在街头巷尾的举手之劳里，更在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间。

街巷温度：400多米的人间烟火

家国情怀：一座城的温柔内核

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呢！
——《雷锋日记》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雷锋日记》

暖心接力：三代人的追“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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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日记》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胡康怡胡康怡 黎寒池黎寒池 陆晓艺陆晓艺

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
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
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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