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来到杨怀远家中，一进门看到最醒目的
便是墙上挂的“小扁担”油画。画上的杨怀远
正值壮年，肩挑“小扁担”、健步如飞，把沉重
的行李扛在自己肩上，把方便留给乘客。这
根“小扁担”一挑就是 !"年。
如今，当扁担在都市生活中几乎“绝

迹”时，“小扁担”传承的雷锋精神是否也随
之过时？“"#后”的静安白领驿家白领李珏
和记者一起，来到杨怀远家中，听“小扁担”
讲过去的故事，更谈“小扁担”如何延续
雷锋精神……

根根扁担都是故事
在杨怀远家，“压箱底”的最贵重物品，

就是扁担。杨怀远说，自己先后用过 $%条扁
担，有的用坏了，有的捐献给了一大会址等，
家里还留下了几根扁担。

记者看到，每根扁担上都密密麻麻写了
许多字，“这都是当年我服务过的乘客留言
的。”记者注意到，有些是外文。“我的扁担上
共有 &#多处外文，"个国家的语言。”有时，
杨怀远帮“老外”挑完行李，“老外”掏出“小
费”要给杨怀远，却被他拒绝了，“老外”激动
地在“小扁担”上用英文题字：“一次很棒的
经历！”

有一根扁担一头印着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紫荆花区旗，一头印着
五星红旗，“'(() 年到
*((%年，我在上海到香
港的申香航线上工作，我
的‘小扁担’也从内地挑
到了香港。”

在杨怀远的“小扁
担”中，还有一根特别的
折叠式“小扁担”。“这是
一个乘客为我特别定制
的，可以折成 !段，两头有钩子方便挂东西，
外面还有一个特制的扁担背包。这样我走到
哪里，扁担都能不离身了！”

“小扁担”卸下官衔
*$年前，杨怀远退休了。对于劳碌了一

辈子的人来说，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杨
怀远却怅然若失。

回想过去，为了挑“小扁担”，这个上海
海运局客轮上的服务员，主动揽下“分外活”
送乘客上岸，原本安排他的工作室打扫船舱
客房，但船舱客房没锁下船不放心，他干脆
主动申请打扫厕所，一打扫就是 )"年；为了
挑“小扁担”，他主动提出辞去轮船政委的
“官衔”；为了挑“小扁担”，!"年中 !+个春节
他没有和家人团圆，越是春节越忙得团团

转。“好像一辆急行的列车，突然刹车了，一
时叫我怎么适应呢？”杨怀远回忆自己当年
的痛苦。

多次思想斗争后，他说服自己：退休不
退志，“还要学雷锋”。

退休忘年“结对子”
放下扁担，扎起拖把。记者在他家中看

到，近 *,把拖把摆放在书房中，都是他自费
购买了材料、亲手扎成的，送给社区里的孤
寡老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尽管退休了，还是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要拜杨怀远为师。“我已经退休了，怎么还能
收徒弟呢？不如就‘结对子’，互相学习吧。”
杨怀远谦虚地说。他先后和来自邮电局、环
卫局、移动通信公司等单位的年轻人结成对

子，其中包括“"#”后的年轻劳模公厕管理员
李影等。“当上劳模之后怎么办？”年轻劳模
们心中有许多困惑，杨怀远则将“过来人”的
人生感悟告诉他们，许多人和他结成了“忘
年交”。

采访结束前，李珏抓紧机会问了最后一
个问题：“即使在当年，您挑扁担义务为别人
服务也是不多见的，恐怕周围也有些风凉
话，您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吗？”

杨怀远笑了：“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让
别人说去吧，我只要把自己的扁担挑好就行
了。”

杨怀远的一生执着，印证了当年他下的
决心：“一事当前想雷锋，一事之中仿雷锋，
一事之后比雷锋，一生一世学雷锋。”

! !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每月)#日的早晨，在南京路上，
活跃着一群“活雷锋”，他们义务为
民服务。这一活动已经坚持了!*年。
这个活动是如何发起的？又靠什么
坚持传承了!#多年？
对许多上海人来说，陶依嘉是

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年!月*&

日，陶依嘉推出了南京路上第一辆
为民服务小车，为过往行人开展义
务量血压、称体重、小伤包扎、代钉
纽扣等*#多项服务。陶依嘉说，当时
推小车上街为民服务有些偶然。那
时正处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期
间，为了迎接上级领导视察，临时推
车上街义务服务。“无心插柳柳成
荫”，没想到这项服务大受群众欢
迎。文明礼貌月过去了，$月*&日、+
月*&日，陶依嘉带领伙伴们照样上
街设摊为民服务，到&月，改为)#日。
从那时起，每月)#日早上%时至(时，
坚持为民服务。这一坚持就是!*年。

1984年成立团队
陶依嘉的行动温暖了走过南京

路的路人，也感染了身边的人。从陶
依嘉的第一辆小推车开始，南京路
上越来越多的单位加入每月)#日的
为民服务活动，最多的时候有$##多
家单位参加。理发的，修鞋的……特
地赶来的群众排起长龙，场面相当
壮观。南京路上的为民服务活动成
了一面雷锋精神的旗帜。

*("$年，新世界民兵团员学雷
锋服务队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个

年头。参与人数从最初的两人发展
到现在的数百人，服务项目从最初
单一的修伞，发展到现在的黄金清
洗、钉纽扣、修拉链、老花眼镜维修、
羊毛衫织补、牛仔裤拷边、小家电维
修、量血压、配钥匙、理发等十多个
项目。志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祝琳
是个“"#后”，他已是新世界股份公
司为民服务的第四代传人了。

31年坚持不动摇
!*年中，“为民服务日”碰上过

节假日，碰上过年初一，可陶依嘉不
管年初一初二，照样出摊。有次家中
被盗，她让爱人请假，自己赶到南京
路出摊；有一次父亲支气管大出血，
她陪了一夜，第二天照旧赶到南京
路出摊；还有一次动手术，*(日拆
线，)#日咬咬牙忍着痛，出摊。

!*年里，难道没有过动摇吗？陶
依嘉说，刚开始时领导找她谈话。陶
依嘉军人出身，立下“军令状”，决不
退缩，一定把学雷锋的大旗扛下去。
陶依嘉开玩笑说，后来是“骑虎难
下”，名气越来越响，来的群众越来越
多，不好意思撒手不做。
风风雨雨熬过来了，但风言风语

曾经伤过她的心。有人笑她傻，有人
说她出风头。陶依嘉有说不出的委
屈，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别人，难
道有错吗？陶依嘉问自己，回答是没
有错。因此没有不做的理由。

有人坚持不下去了，退出了。最
少的一次，仅!个人出摊，除陶依嘉

外，另两人是区武装部和团区委的骨
干。但陶依嘉没有动摇，坚持出摊，她
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学雷锋不是一
阵风，更不是摆样子。陶依嘉的坚持
令曾经退出的志愿者回归了。

传承需要创新
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受老百姓欢

迎？祝琳意识到，只有项目受欢迎，服
务才有生命力。在项目选择上祝琳曾
经有过困惑。在修伞之后，曾经开发
了“礼品包装”项目，结果趟趟“吃白
板”。为什么礼品包装不受欢迎？祝琳
和伙伴们分析后发现，来求助的大多
是&#岁以上的老年人，这部分人群对
礼品包装需求少，年轻人可能需要
礼品包装服务，而为民服务时间在
上午%时至(时，他们又不会来。

陶依嘉告诉祝琳，选择项目要
考虑群众需求。来求助的老年人多，
可以多选些他们需要的项目。她出
了个主意，老年人眼神不好了，可以
帮他们剪手指甲。

在奉献中找到幸福
学雷锋不苦吗？不苦。陶依嘉的

理由是，看着来求助的老年人满怀期
待而来，带着喜悦感激离开，心里就
很满足。陶依嘉把服务对象当成亲
人，反过来他们也像亲人一样关心陶
依嘉。三伏天，老人怕陶依嘉热，抢着
在她身后扇扇子；三九天，怕她冻
着，十几个人围成一圈，给她挡风。

陶依嘉女儿&&天的时候，就跟
着“学雷锋”。早上+点多抱起睡梦中
的女儿，背上尿布、奶瓶，赶到南京
路。摊头摆好，女儿就放在旁边的纸
箱里。等收摊了，再送女儿去托儿
所。这个装在纸箱里的女孩，如今已
经做母亲。)##%年陶依嘉退休后返
聘，每月)#日的为民服务她仍然参
加，这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祝琳的团队把服务的老人当成

自己的爷爷奶奶。在三伏酷暑，志愿
者挥汗如雨为孤老修理电风扇；在
三九寒冬，跺着脚，哈着气，为老人
修补羊毛衫。他们很快乐，因为在老
人眼里，他们是“雷锋”。
“我没做什么大事，我一辈子就

做了件平凡事———摆摊头，值了！”
陶依嘉这样评价她的学雷锋行
动。 本报记者 鲁哲

跨越半世纪的精神对话

! ! ! ! *(&!年 !月 +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等刊登毛泽东主席题词，
全国军民迅速掀起“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热潮。

*(&!年 $月 )+日，国防部授
予上海警备区某团三营八连“南京
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

*(&!年 "月 *日，毛主席挥笔
写下光辉诗篇《八连颂》，号召全国
全军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

*(&!年 **月，总政在批转学
雷锋活动的情况报告上指出，“从某
种意义上说，好八连是一个集体的
雷锋。”在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
同志学习”公开发表 +#周年前夕，
邵永民代表连队官兵，来到刘仁福
的家中看望，并与他一起畅谈学习
雷锋的心得体会。

新民晚报短评成经典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

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
不沾……”毛泽东同志 *(&! 年 "

月 *日写下的诗篇《八连颂》，是对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和精神的经
典总结。说起当年的连队，今年已经
"$岁的刘仁福依然兴奋。他回忆
道，从 *(+(年 %月份起，上海的《解
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
等，先后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八
连，其中一篇报道的题目叫《南京路
上好八连》，从此，上海人民心目中
就有了“好八连”的美称。

不少晚报的老读者可能还记
得，当年的《新民晚报》报道八连时，
有一经典之作。在一幅八连战士晾
晒小布片的图片旁，配上了题为《一
寸布》的短评：这幅照片里的战士在

晒什么东西？读者也许不会想到挂
在绳子上面的是好八连战士的擦枪
布。谁会把一条条、一块块的破布头
放在眼里呢？未免太寒酸了。我们好
八连的战士用这些碎布擦亮了手中
的武器，把擦枪布用了洗，洗了用，直
到实在不能用为止。战士们说：“我
们少用一寸布，就可以为国家节约
一寸布，人民就可以多用一寸布。”
“正是这些报道，使‘南京路上

好八连’家喻户晓。”刘仁福告诉随
同采访的本报记者，虽然几十年过
去了，但八连的这些光荣历史，他始
终记忆犹新。“坚持艰苦奋斗、为人
民服务几十年等连队的好传统，就
是当年向雷锋学习的成果。”

和周总理合影留念
刘仁福还深情地讲述起 *(&!

年 $月 *)日，周总理接见他的温馨
场景。当时，八连干部来北京作报告
的事，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他告诉
身边工作人员，要单独见一见八连
的干部。$月 **日，刘仁福接到通
知，说周总理明天要接见他。

$月 *)日下午，一辆银灰色的
轿车，把他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下
车后，在别人引导下，他拾级而上，
走进了一间平房。他一进门，周恩来
总理就迎面走过来和他亲切握手，
神情十分和蔼可亲。
“周恩来的平易近人，打消了我

的紧张。”刘仁福说，他自如地向总
理汇报连队情况，总理不断插话提
问：连队是什么时候组建的？现在有
多少人？有多少干部？多少战士？战
士都是哪里人？有多少党员？全连干
部战士的文化程度如何？又问话剧

中陈喜、童阿男，赵大大、抗美援朝
等剧情（因话剧团正在北京演戏，总
理看过好几遍），他都一一作了回
答。总理最后勉励说，好好学习毛主
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继续继
承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
不知不觉中，周恩来和刘仁福

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临走前刘仁
福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周恩来敬了个
军礼，周恩来忙说：“不要急嘛，还要
合影留念。”于是他们又坐下来，随
行的记者迅速按下了快门。
“党和人民无比关心、爱护八

连，让官兵们深受感动和鼓励。”刘
仁福说，雷锋精神一直是连队保持
发扬光荣传统的强大动力，并且也
才有了今天的八连。

精神和传统一脉相承
“学雷锋，就要学习他心里时刻

想着国家，想着人民。”刘仁福语重
心长地对邵永民说，八连官兵自己
是国家中的一份子，时时处处想着
国家和人民。那时候，连队开展了节
约一寸布，一度电，一分钱，一粒米，
一两煤等活动。为方便节省学习、训
练时间，大家自己动手理发。战士张
振才和顾炳就是理发箱第一代人，
理发箱也是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邵永民说，现在，连队坚持把雷
锋“坚决听党话、一辈子跟党走”的精
神品格，纳入八连政治教育的第一
课，每年新兵入伍都进行专题教育。
“刚进连队，首先要学唱学习雷锋好
榜样，上一堂雷锋精神教育课，参观
一遍连史馆，观看一次《霓虹灯下的
哨兵》，去南京路为民服务一次，配发
一套雷锋书籍和八连传统故事集，让
我们始终记住自己是党的战士，要永
远对党忠诚。”他还告诉老首长，连队
官兵深深地体会到：“雷锋，是每个中
国人都铭记在心的名字，更是咱们
一代代八连官兵永恒的记忆。雷锋
精神和八连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几
十年来正是因为八连官兵践行雷锋
的崇高、无私和为民服务的精神，连
队才成为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离别时，刘仁福戴上老花镜，在
小邵的笔记本上写下：“雷锋、好八连
精神代代相传！”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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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模范与80后 90后谈传承与创新

“好八连”命名后首任指导员刘仁福———

!"#$%&'()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等刊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
这个光辉的名字，由此传遍华夏大地，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在变，“雷锋

精神”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南京路上
好八连”、“小扁担”杨怀远、南京路为民
服务活动发起人陶依嘉、“永不休息的水
电工”徐虎、“百岁志愿者”刘惠成……这
些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模范人物，抒写
了“雷锋故事”的新篇章。在纪念题词公
开发表50周年的日子里，本报记者和
80后、90后的白领、战士、学生等志愿者
一起走近这些“身边的雷锋”，进行跨越半
个世纪的精神对话，畅谈“永不褪色的雷
锋精神在今天”的传承与创新。

! ! ! !昨天下午，在国歌展
示馆开幕的“向雷锋同志
学习”———毛泽东题词公
开发表 +# 周年纪念展
上，一本当年由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盲文版
《雷锋的故事》首次亮相
展览，吸引了观众们的
眼球。展出的 +##多件与
雷锋相关的藏品均由沪
上收藏家房冠龙先生提
供。据悉，本次展览在国
歌展示馆展出十天后，
还将进入社区、机关、学
校等巡展。

图为新民晚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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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题词

特约通讯员 杨建正 摄

南京路为民服务主要创始人陶依嘉———

全国学雷锋标兵、“小扁担”杨怀远———

* +,-./0()

!"周年特别策划

! ! ! !邵永民!老首长，您 &#年代就在连队担任指导员，那时候咱们八连
就学雷锋吗？

刘仁福#雷锋和我们八连是同一时期的两个典型$我们一直以雷锋

为榜样$别人学我们八连$我们八连始终学雷锋%

邵!您觉得新时期咱们八连学雷锋最需要学什么？
刘!我觉得要学雷锋始终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 作为全国全军的

英模典型$八连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哺育% !对党&对人民

要忠诚老实$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这是雷锋留下的名言$也是八连

官兵几十年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和立身做人的强大精神支柱%

! ! ! !刘仁福“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后第一任指导员。
邵永民“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新传人、四班副班长对 话 者

! ! ! !李珏!听说我要来看望“小扁担”，我的父母也激动不已，说从小就
是听着您的故事长大的，要我捎来对您的问候。
杨怀远!谢谢啦% 看到你们年轻人来我是真高兴% 依我看哪$你们

年轻人有三大优势#一是年轻有优势$建国 !&&年你还没退休'二是文

化有优势$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三是环境有优势$国家和平外交$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

李!我平时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比如
说，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做公益，但往往是偶尔参加下活动而
已，像您为什么能执着地坚持多年如一日、不怕苦不怕累为别人服
务呢？
杨!关键是两个字(((信念% 我和雷锋年龄&出身&兵种都相仿$雷

锋说$!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要把这种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李!许多跟我一样的白领，有做好事的想法，但怎么落到实处呢？
杨!学雷锋做好事最好的方式$首先就是在本职岗位中学雷锋% 有

时候不必舍近求远的%

! ! ! !杨怀远 今年 %%岁，全国学雷锋标兵。*("+年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年被评为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珏"今年 !)岁，广告公司设计师。

对 话 者

! ! ! !陶依嘉 全国劳动模范、南京路为民服务活动主要
创始人。

祝琳 上海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学
雷锋为民服务活动志愿者。

! ! ! !祝琳!是什么精神支撑你坚持义务为民服务 !#年？
陶依嘉!要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我把服务对象当亲人$他们也

把我当亲人% 这种情感是我坚持下来的精神动力%

祝!我们在活动中遇到一些新问题，比如想增加学雷锋为民服务的内
容，不知道什么项目好。以前也试过增加新项目，可总不如老项目受欢迎。
陶!增加新项目前$不妨先做个小调查$看老百姓需要什么%老百姓

确实有需求的$再开设项目%我们这边)指第一医药商店*想增加助听器

维修项目% 现在老年人多$用助听器的人多$这个项目应该会受欢迎%

祝!对的。我们推出清洗眼镜、修老花镜后，挺受欢迎的。
陶!开设项目前$先做点!广告"$通过街道&居委把信息传递给居民%

刚开始来的人不会多$消息传开后$来的人会慢慢多起来的$不要急%

对 话 者

!

陶
依
嘉

'

左

(

以
老
带
新
+经
常
和
祝
琳
探
讨
怎
么
创
新
志
愿
服
务

本
报
记
者
孙
中
钦

摄

! 全国劳动模范 杨怀远)左*正和热衷公益的白领李珏讲述当年的!小扁担精神"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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