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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风尚 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
———“寻找身边的雷锋”优秀事迹视频集锦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提高公
民道德素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
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
态化。

在喜迎党的十八大日子里，由上
海市文明办、市教卫工作党委、团市
委指导，新民晚报社、上海师范大学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天平街道、田
林街道、共和新路街道、浦江镇、航头

镇等上海20家知名街道（镇）协办，联
手推出了“寻找身边的雷锋”征文活动，
上海教卫系统、社区、企事业单位、非公
经济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商务楼等，推
荐了几百个身边的“雷锋”。

在本次活动结束之际，主办单位
从中遴选出16个优秀人物（集体）事
迹，由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师范大学
等拍摄成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他
们感人的闪光点。

上海交大雷锋车 一盏灯点亮众人心
! ! ! !亮出雷锋头像车灯，免费搭载顺路师生。上海
交通大学 &''辆教职工私家车于 (月 )日推出“亮
灯学雷锋”活动，免费搭载师生往返徐汇、闵行两校
区间。校团委副书记龚强说，约有 "'辆私家车成了
“亮灯学雷锋”主力，最多的一位“雷锋车”老师免费
载客超过百次。

雷锋车主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发现，相比扬
招，预约制似乎更有效。首批雷锋车主多为学校机
关教职员工，上下班时间相对固定，每天早晚高峰
期间可停靠校车站提供免费搭载服务。
交大保卫处的王健这一个月就搭载了近 &'个

乘客，就是他提出了增添雷锋车车外标志的建议，
他同时说：“我们保卫处的校园巡逻车也加入了雷
锋车的行列，相比老师们的私家车，学生们倒是常
常拦招巡逻车寻求帮助。这是因为巡逻车已经运行
了十多年，也常常在学校里帮助学生，有一定的‘知
名度’。所以雷锋车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不
断完善，让学生们更能接受。”
据了解，雷锋学社和不少热心老师正在积极努

力，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赞助或合作的方式为雷锋车
改善标志，购买保险等等，为雷锋车带来更好的装
备和保障。

姚礼庆 双料主任双面精彩
! ! ! !作为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姚礼庆的团队保
持着年内镜诊疗人数世界第一等诸多纪录。脱下白
大褂，他又是徐汇区嘉瑞花园的业委会主任，以一
颗公心义务为业主谋福利，*年来“钱袋子”不仅一
分未花，维修基金还增值 &''多万元。
只要没有外出开会，他都会做一名热心的“车

夫”，带着同住一小区的同事去上班，他笑着说：“举手
之劳，何乐不为呢？拼车出行，节能环保还省时间。”
从 &''*年担任业委会主任来，姚礼庆将业主

的“钱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未向业主收钱，

小区维修基金还从 $''余万元增加到 )''余万元，
增值部分包括广告费、停车费和利息结余等。据徐
汇区房地产部门透露，现在嘉瑞花园 $"'余户业
主，户均维修基金排名第一。

业委会主任这个职务，在许多小区都是“烫手
山芋”，夹在业主、物业中间，两头不讨好。“难度大，
怎么管？我的秘诀是，‘有公心，没私心’。”姚礼庆
说：“业主的钱，该省则省，该用则用。只要及时发出
安民告示，听取业主意见，一切从公益出发，总会达
成一致意见，至今没有业主提出质疑。”

上师大学生木偶社 每年举办20场义演
! ! ! ! &''$年，上海师大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的一
群大学生创办了木偶社，九年来先后有 )''多名同
学参与其中。

木偶社社长朱超波是学前教育系里为数不多
的男生，进校不久就加入了木偶社，从一个对木偶
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变成能够熟练地设计、制作、
表演木偶的“多面手”。
木偶社足迹遍及上海的社区街镇，每年举行不

下二十场的公益演出。木偶社成员孙徐稀和陈羽两
位同学说：“每次演出，他们盼望熟悉的木偶们有了

新的故事，小鸟怎样了、小白兔从森林里跑出来了
吗、大狮子又发威了吗……小家伙七嘴八舌的提
问，其实也是在与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一起营造一个
个童话世界。”
九年过去了，看戏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演

出的大学生也走了一届又来了一届，但为孩子奉献
的精神，永远保留在木偶社里。
说起大学生热衷给孩子们表演木偶，上海师大

党委书记陆建非说：“培养大学生的大爱之心，学会
关心普通人，这恰是大学的重要职责所系。”

陆龙福 乐当无偿献血专职招募员
! ! ! !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停泊于火车站北广场一隅
的流动献血车前，硕大一顶红白相间的雨伞罩着一
张桌子 *张凳子，全都湿漉漉的。)+岁的陆龙福身
穿白大褂，站在伞下，一会儿举起宣传小折页招呼
路人，一会儿俯下身子拭抹桌凳，一会儿又拱手抱
拳作致谢状，片刻未曾停顿。一如他“喋喋不休”的
两片嘴唇。在过去的 +年时间里，这位上海市血液
中心唯一的“专职献血者招募员”，不停地流动于不
同的 )个采血点，不停地说着几乎同样的几句话。

在入党 $*年、拥有全上海独一无二“职务”的

老陆心里，“每天全市各医院需要的医疗用血超过
,'''人份（一份 &''毫升）”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更令他有了一份必须承担的使命感。于是，陆龙
福开始琢磨人们面对献血这件事儿的心思，尝试着
在茫茫人海中捕捉可能与之交流的种种机会，也慢
慢地以自己诚恳而平实的“说话”方式得到了越来
越多人的认可。

&''&年初起，他跟车“流动”过 )个献血点。所在
采血点保持着“一月日均采血量 !)人份”“最高单日
采血量 &'"人份”“无一日‘白板’”的全市最高纪录。

! ! ! !包蓓姹家住浦东黄金地段，是复旦大学物理
系 &''*年优秀毕业生。一毕业她就来到奉贤，成
了钱桥中学的一名教师，至今乐此不疲。问她为啥
没去外企当白领而去农村当老师，包蓓姹答得很
简单：“因为爱那些孩子。”

奉贤农村学校师资力量奇缺。包蓓姹报到后
就一肩挑起了数学、英语两门学科教学及班主任
工作的重担，还要为学生上思想教育课；任教第一
年下半年，她又兼起历史与生物课的教学工作。

包蓓姹教的班级中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英语基础薄弱，但在 &''!年的期中考试中，这
个班级的英语平均分竟意外超过了所有平行班。她
曾说过：“如果你们这次期中考试有进步，我就继续
教你们。”本是一句无心之言，却被淳朴的学生们当
了真。那一刻，包蓓姹发现，学生们那么爱她，她的
心已经跟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难以分离。

如今，包蓓姹已在钱桥扎了根，她是学校的团
委书记，去年底被任命为学校教导处副主任。前不
久，她又荣获了奉贤区“五一巾帼奖”先进个人的荣
誉称号。

黄上炎 网友称为“最帅上海爷叔”
旅途中，一根银针让八旬老太转危为安；生活

中，经常送医送药不取分文。网上“最帅上海爷叔”
说———能够帮助别人是桩快乐的事。

去年 !月，凭借一根银针，一位 )!岁的上海
游客在海拔千余米的张家界天子山上，为一名八
旬老太紧急施救，最终使其转危为安，被网友尊称
为“最帅上海爷叔”。他就是上海银行职员、杨浦区
百兴花园居民黄上炎，因为此事，他也成为“网络
红人”。
黄上炎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是老中医，父亲

作为军医参加了抗美援朝。家住同一小区的高网
玲是位残疾人，&'出头的女儿小琳（化名）刚刚工

作，因为先天性皮肤角化，手看上去粗糙、龟裂、发
黑，给她的工作、社交带来很大困扰。前年 ,'月，
听说黄上炎会看疑难杂症，高网玲就一瘸一拐带
着小琳上门求助。黄上炎花了一个多小时为小琳
进行了诊断，然后进行了一番研究，针对她的症状
买来药材，调配药膏，无偿给小琳敷用。经过一年
多治疗，小琳的症状减轻了，开朗的笑容又重新回
到她脸上。
对于黄上炎救人的事，大家都说，他的行动提

升了上海人的形象。黄上炎却说：“我们的社会，需
要大家都伸出手来互相帮助。有人倒下，应该搀一
把；哪怕一句温暖的话，也给人希望。”

东华大学 捐献血小板的爱心接力
! ! ! !“一份血小板，就是拯救生命的希望。”为了
救助罹患白血病的材料学院研一学生吴超，东华
大学 ,'名大学生自发组成了“献血小板”志愿团
队，定期轮流为吴超捐献血小板。一场延续亲情
故事的爱心接力在持续着……
去年 *月，吴超被确诊罹患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父亲为他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整个医疗费
高达 ,('余万元，可是手术后发生了排异，血小
板极度减少，危及生命。对于吴超这样江苏扬中
的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早已不堪重负。
听说需要不断提供血小板，吴超的班长孙泽

玉带头撸起了袖管。在第二批捐献的队伍中有一

位和吴超素不相识的女生，名叫房圆，原先，她离
献血小板的规定体重还相差几斤，为了帮助吴
超，她瞒着大家硬是将“分量”吃了上去。献血小
板时，粗大针头扎进房圆瘦弱的体内，反复三四
次，她整个手臂扎针处的血管都瘪了，但她连眉
头都没皱一下。
血脉相连，同学们献出的血小板不仅为他带

来生的机会，更为他带来战胜病魔的动力。即使
在病中，吴超还是惦记着学习。吴妈妈就说，吴超
自己从网上买来了日语学习资料，想出院后能多
掌握一门语种。"月 *日，吴超在家人、老师、同
学的陪伴下康复出院，回到校园继续完成学业。

世外小学师生 14年义务教老人学英语
! ! ! ! &',&年，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师生们收获了
一份珍贵的爱心纪念———该校凭借坚持了 ,%年
的“老少学英语”志愿者活动被评为上海市优秀
志愿者集体。

,++!年，世外小学在街道创建学习型社区
的过程中，设计了这一“小手牵大手”的项目，并
坚持至今。迄今为止，参与教学的老师达到 %*!

人次，%*!'人次的学生担任了“小助教”，超过 ,

万人次老人在他们的带领下畅游英语海洋。“在
教老人的同时，孩子们也学会了尊重和交流的艺
术。”创办这一活动的老校长王小平说。
“给老人们上课，不仅要放慢节奏，还要根据

他们的要求不停调整教学内容。”爱心课堂的第
一课，是副校长陈民仙上的。她和同事们很快发
现，教老人和教孩子，很不一样。
小朱老师发现很多老人拿着放大镜来上课，

因为教材上的字太小了。经她提醒，老师们就在
每次上课前把材料放大复印。五年级女孩陈添阳
和刘鎏遇到一名腿脚不方便的阿婆，她俩下课后
去书城帮老人买好需要的教材，第二节上课前给
阿婆一个惊喜。师生们同样被老人的求学精神所
触动。有一次上课恰逢暴雨，但几十名老人无一
迟到；很多老人“零基础”起步，但一点不怕开口，
几年下来，已经可以用简单英语招呼外国友人。

! ! ! !五一小长假，上海中医药大学里非常宁静，
在基础研究院的一楼实验室内，王忆勤教授和她
的团队却在加班加点，紧张地做着数据分析，为
研制新一代中医四诊仪做准备。

王教授全然不像一位全国闻名的中医诊断
学权威，聊天时，总喜欢把学生挂在嘴边，称他们
为“孩子”，自己却躬身而退，像一位严师慈母。王
忆勤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尤其是周末、节假日、
寒暑假。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这不拉着一起
“加班”吗？可要知道，从事基础研究 &&年来，王

忆勤就没有过假期的概念。如果学生病了，她会
像母亲一样焦急，自己掏钱给学生买药。

如今，这间门牌号码为“&,((”的实验室，已
被团队中想象力十足的 !'后学生当作了团队代
号，他们还将“&,((”略加创意，改成一只抽象的
花猫脸，印在文化衫上制成了“实验室室服”。
王忆勤教授很欣慰，她的严格要求不仅让学

生在学术上受益匪浅，团队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因为有了严师慈母般的带头人，才打造出了一支
很牛的团队，也是一支有着人情味的团队。

! ! ! !浦东新场镇的乡土摄影师陆德福今年 **岁，
退休后迷上了摄影。&','年 *月的一天，他在一
场婚宴外候场，花坛边几位闲聊老人的身影映入
眼帘，勾起创作灵感。他上前问：“老妈妈，我帮你
们拍照好吗？”老人又惊又喜：“小阿弟，那太好
了！从来没人给我伲拍照呢！”老陆奇怪道：“子女
没帮你们拍过照吗？”老人眼神暗了：“他们只给
小囡拍……”老陆把照片冲印出来送给老人，她们
更加开心，但老陆却心里一酸———他打听后发现，
当地老人中，八成人一生只拍过两次身份证照片。

&','年和 &',,年重阳节，老陆得到镇老龄

办、老年协会支持，连续举办两届影展。第一次，
他收集了 *'位 !'岁以上老人的笑脸；第二次，
他摄下 ,+&位 +'岁以上老人的生活场景。这些
照片既让新场人觉得新鲜，又在他们心里引起
不小震动。

他曾建议一位百岁老人的儿子召集全家，拍
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他特意关照：“只要你们
凑齐人，无论节假日还是寒冬酷暑，我随叫随到。”
可是，一大家子始终凑不拢。最近，传来老人去世
消息，老陆一阵感慨，他下定决心：“一直拍下去，
直到举不动相机为止……”

! ! ! !捐献一份造血干细胞，就可能拯救一个生命。
日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的
“+'后”大二学生车小龙，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他成为二工大第 +例、上
海市第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车小龙出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的贫困农民家
庭，父母在家务农供他和姐姐读大学。车小龙获得
二工大“帮困育人资助套餐”，在得到帮助的同时，
一颗感恩的心油然而生，他希望在学习生活中帮
助别人，承担责任，回报社会。&','年，车小龙参
加了“以爱心点燃生命的希望———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活动，加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二工大是一所以“点燃生命的希望”闻名的

学校，全校 ,('''多名师生中，迄今已有 &"!%

人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从 &'')

年起，有 + 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年
+例成功配对、+次成功捐献，创沪上高校造血
干细胞成功捐献之最。在这些捐献案例中，涌现
出许多感人故事。比如，杨晨筠通过“家庭会
议”投票表决获得父母的同意后捐献造血干细
胞；吴承根“串通”父亲瞒着母亲捐献；沈寅、陈
海华在毕业前夕先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再考虑
求职等。

! ! ! !晚上 "点半从菜市场的酱菜摊收工后回到
家，简单的晚饭后，)!岁的高秀娣坐在电脑前，开
始了每天必做的“功课”：登录 --。“小娜，最近功
课多吗？要多注意身体哦……”--的另一头是远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袁艳娜。娘儿俩亲
亲热热聊上一会儿，高秀娣便下线了，她怕孩子功
课多，耽误时间。
“看到小娜的第一眼，我就特别心疼她。”个子

不到 ,.*'米的高秀娣皮肤黝黑，目光柔和。,'年
前，高秀娣发现酱菜铺旁边卖蔬菜的一对山东
夫妇带了个小女孩做帮手，女孩模样聪明伶俐，

手脚麻利，高秀娣心生欢喜。“孩子怎么不上
学？”女孩袁艳娜的母亲说家里穷，“再说女孩读
不读书无所谓。”从此，小娜的学习和生活都“全
托”给了高秀娣。开学第一天，高秀娣和小娜拉
钩：“你要好好读书，我就供你上完大学。”女孩
扑通一声跪下：“我以后就叫你妈妈吧！”去年，
小娜考进北师大。
“微笑去面对生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身

边的人，哪怕一个微笑，也能像阳光照在向日葵上
一样。”这是市场里的一个女孩孔小燕在作文里写
的，这就是“酱菜妈妈”让她领悟的人生哲理。

! ! ! !王安韵，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大二学生，一
名脑瘫患者，也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康复科
志愿者团队“我们的甜橙树”一员。今年暑假，她和
几个病友坐着轮椅，在妈妈们的陪伴下在烈日下
在一个个地铁站点奔波，为的是绘制一份残障人
士出行无障碍地图。
“虽然上海地铁的无障碍电梯等设施已经挺

完善，但是，指引标志却不多，残友们往往要兜好
几圈才能找到，非常不便。”在徐汇团区委举行的
“青少年圆梦行动”推介会上，王安韵希望更多爱
心人士帮助他们一起完成梦想。

一个地铁站可能有不同方向好多个出入口，
但可能只有一个出入口有无障碍电梯。残障人士

摇着轮椅一圈圈绕路寻找就更加不便。
在病友和“甜橙树”爱心妈妈们的支持下，通

过“我们的甜橙树”新浪微博，一场“地铁无障碍随
手拍”行动开始了。
“我们希望集合起更多人的力量，制作出一本

为全上海残障人士服务的《地铁无障碍出行手
册》，也可供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者使用。”王安韵
说。尽管后来，市残联后来派人找到王安韵，告诉
她网站已有轨道交通各车站的无障碍设施示意
图，不过人们对王安韵和志愿者团队的行动仍旧
赞不绝口。
王安韵的梦想很简单，“希望有志愿者加入我

们的队伍，绘制完成这份爱心地图。”

! ! ! !在今年的助残周活动中，有一群特殊的盲人，
出现在闸北区宝山路街道活动中心。他们不是来求
助而是来助人，用自己掌握的推拿技能，缓解残疾
人和老年人的筋骨病痛，并大受欢迎。他们都来自
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视障人士 &',, 级大
专班“爱心飞扬社”，这个班的班长、社团骨干，是
个 ))岁的大老爷，还有一颗古道热肠的心。他就
是谢平静，也是闸北区宝山路街道陆丰居委会的
助残员。
由于 &'多岁时就患上了青光眼，他的双眼已

几近失明，只剩下一点光感。年轻时由于视力逐渐

恶化，一心想着自力更生的谢平静，开始自学气功
和针灸按摩，掌握了初步的按摩技术，随后又取得
了高级保健按摩师的国家职业资格，掌握了一套保
健按摩“绝活”。由于他还会点英文，不少高级会所
争相高薪聘请这位“老师傅”。
走访残疾家庭、代办残疾证、落实就业、体检康

复，传授按摩推拿方法，乃至为残疾人劳动维权，老
谢亦文亦武，“以残助残”的小故事数不胜数。“他
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帮助他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我要用深情和耐心去化解他们的伤痛。”这是老
谢写在工作手册扉页上的自勉。

! ! ! ! (+岁，安徽巢湖人，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三分
公司一名普通的维修工，&','年至 &',,年度上
海市优秀农民工。他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毛头小伙，成长为“徐虎”式的岗位能手，陆盘山的
成功，源于不断的自我鞭策，更源于爱岗敬业的能
手精神激励。

,++"年，&%岁的陆盘山走进普环公司大门。
他想，自己当过 %年汽车维修工，干这个应该是手
到擒来。可第一次面对一辆出故障的洒水车，陆盘
山就傻了眼。“环卫作业车比普通车辆多很多附加

装置，比如液压装置、电机装置、拉臂，别说修了，很
多我见都没见过。他意识到，单凭卖力干活并不够，
只有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才不会被淘汰。”
这些年来，经陆盘山维修的车辆不下 &''辆，

有些车只要一发动起步，他就能听出故障源。陆盘
山心细如发，常常发现诸如“轴承磨损异常”等易
被忽略的情况，只要他出马，总能比别人提前一两
小时解决问题。近年来，环卫作业车辆更新换代速
度快，只要陆盘山“摸”过的车，即便全部拆了，他
也能重新“造”起来。

! ! ! !今年春节前夕，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师德标兵、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瞿伟菁，走完
了 )+年的人生历程。

自 &''+年被确诊为癌症后，瞿伟菁仍继续研
究并完成了市科委重大专项课题“芦笋功能食品
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和市经委重点项
目“崇明果蔬资源废弃物的深度加工和综合利
用”。师生们都说，瞿教授是倒在了田间地头这个
他不断攻克的科研阵地上。
一个知名的教授，却始终对校园里的普通学

生倾注着极大心血。每年的新生入校、学生献血及
寒暑假期间，瞿伟菁都会到宿舍探望学生。每当有
学生产生心理问题或是遇到学业困境时，他都会

主动找学生来谈话。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社会实
践机会，瞿伟菁还亲自出面去企业协调，落实了多
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在我们心中，英年早逝的恩师，他的形象永

远顶天立地！”瞿伟菁的科研助手张雯说，“患病
期间，瞿伟菁对学生的指导仍未松懈。化疗刚结
束，他就去听学生的汇报和计划。因化疗而没能参
加的会议，瞿伟菁就要求我将大家的发言记录下
来发给他。在他去世的前两天，瞿老师还要求一位
学生将下学期的实验计划发给他过目。”事实上，
直到瞿伟菁去世后，学生们才得知他自去年初就
一直有炎症和发烧，日日服用抗生素，剂量逐渐加
大，最后不得不依赖“白蛋白”来增加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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