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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6聚焦

雷锋精神的永恒性、典型性、时代性和
广泛性启示我们：新时代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永无止境；奉献爱心助人为乐永不过时；
立足岗位奋发图强担当作为永远需要。

一要把握与时代“同频共振”。弄清楚
什么是时代的主旋律。时代主旋律的召
唤、时代前进的节奏、时代变化的要求、时
代发展的需要，就是我们学雷锋的出发点，
就是我们学雷锋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的方向、方位和哲学思考的
源泉。新征程上，时代的主旋律要求我们，
就是要把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与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融合，与中国式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结合融
合，与努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结合融合，尤其是与
千百万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和志愿服务保
障助人为乐的群众性活动结合融合。

二要与赓续传承优秀中华文化相结
合。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
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培“根”铸“魂”，推动理
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强
调，“雷锋精神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必须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接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使
命价值，赓续华夏传人的精神血脉，努力争
做新时代的雷锋传人。

三要立足于为促进民族复兴伟业做贡
献。要瞄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系
统地学习领会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雷锋
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运用好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传承精髓中和中国共产党人百年
奋斗所形成的厚重的精神谱系中洋溢着的
雷锋精神为动力，融入具体的现实的活生
生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
大实践，在全国各地坚持开展持续学雷锋
活动。在深化传承弘扬雷锋精神和学雷锋
活动持续开展过程中，注意总结提炼开展
向雷锋学习活动的做法、带有普遍性、规律
性和导向示范性的成功经验，使之上升为
学习雷锋的制度性创新性举措，努力使传
承弘扬雷锋精神和持续开展学雷锋活动，
成为用雷锋精神教育培育人塑造人的大学
校；成为激励各行各业忠于职守刻苦攻关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动力；成为亿万
人民群众像雷锋那样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爱家庭的自觉行动。

新时代要大力传承弘扬雷锋精神
■林凡树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
同志题词60周年。60年来，学雷锋活动在
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
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
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明，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习近平
总书记最近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
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更好发
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志愿服
务保障和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伍，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
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
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
聚强大力量。

何为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对雷锋同志
的思想品德、意志品质、道德修为、行为规
范的概括和提炼。雷锋精神是“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
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摘自中共中央2012

年《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
雷锋精神既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和价值追
求的具体实践，又是人类真善美等共同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雷锋精神不仅中国需要
传承弘扬，全人类都需要传承弘扬；不仅过
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雷锋精
神。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随着实践的深
化不断得以丰富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不同发展阶段，响应党的号召，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活动从未间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发出号召传承弘扬雷锋精神。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中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把雷锋精神
纳入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载入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022年5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勉励新时代青年：
“用青春能动力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澎
湃春潮，用青春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
加美好的中国”，号召全国广大团员青年朋
友们，开展学雷锋活动，努力成为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这是时代的召唤
新时代的新阶段新特点新使命与传

承弘扬雷锋精神“一脉相承”。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
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
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
代，与传承弘扬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一
脉相承；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与
传承弘扬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的敬业精神一脉相承；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与传承弘扬
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一
脉相承；绿色低碳、和谐共生，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的时代，与传承弘扬雷锋锐意进取、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一脉相承；同一个
世界、共建共享，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与传
承弘扬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
精神一脉相承。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
党统揽新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党的各级组织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增强
“四个意识”，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凝聚在党的旗帜之下，努力拼
搏奋进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
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这一切都与传承弘扬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心甘情愿为党
和人民奉献牺牲一切”等雷锋精神环环相
扣、关联交融。这是新时代的伟大召唤。

（二）这是领袖的号召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号召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题词，号召
传承弘扬雷锋精神。一个只有22年短暂
生命的普通共产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
如此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个普通的战士
所表现的高贵品质，能够激励几代人的健
康成长；一个群众性的活动能够在几十年
历史进程中延续不断，影响一个时代的社
会风尚，这表明雷锋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民
族和社会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重大价
值和时代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头
传承弘扬雷锋精神，为此做过许多重要指
示批示。2014年3月4日，习近平在给郭明
义爱心团队回信时指出，“雷锋精神，人人
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
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
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我国
工人阶级应该为全社会学雷锋、树新风作
出榜样，让学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然
成风。希望你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积极向上向善，从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中感受善的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在出席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
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
大地上”。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辽宁
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观时强调，“雷锋是
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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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
承下去”。2019年7月23日，习近平在致中
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
贺信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积极响
应党和人民号召，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基层，
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充分彰显了
理想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成为人民
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生动体
现。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
服务工作者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以
新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在2023
年2月23日，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
志题词六十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又一次明确强调“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党和国家领导
人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指示和批
示，深深蕴含着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典型
意义、时代意义、永恒价值和广泛的可学习
性”，成为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学习雷锋的伟
大号召和时代号角。

（三）这是人民的心愿
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是时代的召唤，

是领袖的号召，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强
烈愿望和热切期盼。其实，传承弘扬雷锋
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早已成为了人民群
众自觉自愿的一种追求、一种习惯。在追
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波澜壮阔的经济建设
“主战场”，到处都有“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事争一流、唯旗是夺”的学雷锋突击队；在
全面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
战”的队伍里，你会时常看到“请党放心，脱
贫有我”的时代雷锋与你同在；战斗在抗洪
抢险救灾队伍最前线的，你会看到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官兵“请党放心，危险有我”“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学雷锋群体冲锋陷
阵；在各条战线的本职工作岗位，到处都是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岗位学
雷锋”能手、尖子、标兵；当有人需要帮助
时，义无反顾，伸出援手，扶危济困，助人为
乐的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
工作者们以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雷锋精
神传人的故事；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面对资本的消极作用的冲击、面
对物欲横流的诱惑、面对不同程度存在的
人际关系冷漠、道德失衡、诚信失灵和价值
观扭曲等现象，人民更是呼唤和盼望着用
传承弘扬雷锋精神来抵制消除种种消极作
用的影响。在新时代，雷锋精神正象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播撒在广大人民群众的
心坎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学习雷
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总书记
告诉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雷锋精神需要大力传承弘扬接续，雷锋的
做法同样是可以学习接力复制的。

一要学习雷锋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的理想追求。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
对党的领导的信赖是雷锋精神的“灵魂”，
也是雷锋赖以成长进步的强大动力。他把
党比作伟大的母亲，把对党的忠诚和爱戴
视为金子般纯洁。所以他要求自己，“我就
是长着一个心眼，一心向着党，一心向着社
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我们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我们就是要向雷锋精神学
习，像雷锋同志那样，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坚
决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以习近平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的高度一致，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和远大理
想抱负融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
践行中。

二要学习雷锋“挤”和“钻”的“钉子”精
神。进入信息化时代，需要学习提高的各
种各类知识浩瀚如星空大海，许多同志借
口工作忙没时间学习，甘愿当一个“本领恐
慌”的人。雷锋的学习体会是：“一块好好
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
能钻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
由此可见，钉子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挤劲，
一个是钻劲”。我们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
中，要学习雷锋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
和善于“钻”。在新时代尤其需要这种“钉
子”精神。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要善于
“挤”和善于“钻”，坚持不懈地学习理解掌
握运用好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理解和
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理解掌握
好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努力克服和
解决“本领恐慌”等素质能力不能与时俱进
的问题，努力使自己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
手或者一专多能的“钉子型”人才，成为国
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三要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高尚品德。雷锋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如果
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
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
用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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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生命是有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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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着就是为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每当读着雷锋的日记，对雷锋
的敬意便油然而生。雷锋这种崇高的思
想境界，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国家集体利
益在前、个人利益在后等公而忘私、无私
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习近平
总书记倡导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
部要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努
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基于面
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使命所提出的新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
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
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
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
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
联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
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
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这正是我们新时代
学雷锋的本质要求之所在。我们共产党
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作为党和国家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年干部群体，更要
积极带头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积极带头开
展学雷锋活动，积极带头向英雄模范学
习，像雷锋那样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像
雷锋那样时时刻刻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
中；像雷锋那样在学习提高面前永不懈怠
永不满足；像雷锋那样勤俭节约、艰苦奋
斗，“工作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标准看
齐”；像雷锋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就
把啥干好”，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一、新时代我们为什么要传承弘扬雷锋精神

二、新时代我们向雷锋学习什么

三、新时代我们怎样学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