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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手拉手服务中心宣传海报

2022年12月26日，以“促进构建生育
友好社会”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优生优育
大会在京举行，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第十
届政协委员、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青少年
均衡成长分会会长、河南小白兔口腔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南在会上做了精
彩发言。会上，美好生活手拉手服务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

为什么要设立“美好生活手拉手服务
中心”？在2023年1月19日—21日召开的
洛阳市涧西区两会上，张亚南提案，设立

“美好生活手拉手服务中心”。她对服务中
心的功能和作用做了如下解读——

服务中心是服务健康、教育、文化、创
富等产业下乡机构的机构；“手拉手”指的
是聚力抱团、优势互补、降低风险、协同发
展的共建共赢的方式，也是城乡互助、均
衡发展、产业下沉、助力乡村的共创共享
方式。

服务中心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着眼于培养为乡村振兴提高生产力关
键要素——人的要素，培养乡村振兴创业
创富优秀人才、智慧农工和农业产业企业
家；着眼于提高乡村人口文化水平和人口
素质，养育未来、培养未来。

服务中心是服务于给人民群众带来美
好生活的企业家、创业家、科学家、教育家
的集约化服务站；是助力产业下乡与服务
农民生产生活打造幸福家园的连接器。

服务中心将推广建设新时代村头广场
大喇叭广播站，并将其打造为服务健康下
乡、教育下乡、文化下乡、创富下乡机构的
上传下达的信息智慧共享交互中心。

总之，服务中心是乡村振兴产业招商、
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健康屋、公益汇、
文化站、云超市、联谊处、培训站、直播间、
就业办、创业园。

美好生活手拉手服务中心着力点在于

以人为本，筑基强根。
“三农”双效企业家是根。服务中心促

进手拉手，将优质健康、教育、医疗、文化、
人才与乡村的孩子和家庭连接起来，城乡
互助均衡发展，城乡产业手拉手，城乡家庭
手拉手，城乡儿童手拉手。

生产力关键要素——新时代智慧农工
是根。服务中心将培养转业军人、留守妇女和

返乡青年大学生成为职业素养可持续提高的
新时代职业农业产业工人——智慧农工。

服务中心将成为政府部门的助手，将
手拉手各类有志于乡村振兴的企业家带着
优质项目在县城乡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让科研为百姓服务，让教育资源更均衡，让
文化在农村生根，把健康送进千万家庭，让
创业成为新时代农民新时尚，形成健康小
屋、教育小屋、幸福小屋和创富小屋。

健康小屋以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的思想为指导，促进人口文化、优生优
育和青少年儿童的均衡成长，传承传统
医学王琦院士九体辨识体系，结合浙江
大学青少年基因与体质智能测评科研
成果，形成儿童健康成长发育测评与促
进系统方案计划，从口腔健康、视力健
康、心理健康、营养健康、睡眠健康和运
动健康等多维度综合青少年健康促进
方向，服务于少年儿童身体素质提升。

教育小屋服务于非遗文化综合类
青少年素养培训平台；服务于科学素养
类项目培训平台；服务于红色主题教
育、军事主题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
命情怀培养教育平台；服务于培养青
少年领导力、创造力、意志力、心智力的
优秀未来领军精英人才培养平台。

幸福小屋将联合更多公益组织、
社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助力公益
下乡，让儿童带动家庭，家庭带动家
族，家族带动产业，小手大手手拉
手，城乡家庭手拉手，幸福银行记录
家庭公益奉献币值，让助力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有数据。

创富小屋是农民职业技术学
校的招生办、农民招工就业的中介
所、农民学习的培训班、农民产品
销售的直播间。

手拉手聚力幸福家园，根连
根创造美好生活。

（李秀伟）

美好生活手拉手服务中心

从“根”抓起促进乡村振兴

美好生活手拉手数据服务中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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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学雷锋剪报

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
发表前夕的1962年 2月28日，《北京晚
报》第3版“革命文物”小专栏，刊出“一
封表彰雷锋的信”，影印件上单位印章
清晰可见，这是 1960 年 11 月 11 日当
时的抚顺市和平区人民公社给解放军
某部的表扬信，信中赞扬了雷锋的高尚
品德。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你部 15 小
队雷锋同志，把积蓄的200元钱寄给该
公社，支援筹建公社办公室之用。

《北京日报》，1963 年 3 月 18 日，
第 4 版，刊登新华社讯，3 月 19 日起，
雷锋模范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军
事博物馆展出，陈列300多件文物和照
片，包括雷锋日记原件（8本日记）和放
大了的影印照片，还有雷锋的入党志
愿书、奖状奖章，出席抚顺市人民代表
大会的证件，雷锋用过的衣物、节约
箱，许多单位表扬雷锋事迹的信件，各
地报刊登载雷锋事迹的文章等。这
时，距离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
词发表还不到半个月，就有这样一场
大型展览在首都亮相。该版还刊登
《雷锋战友忆雷锋》一文，战友们追述
了雷锋生前许多高贵品质，战友们表
示要争取做雷锋式的光荣战士。

盖有“北京人民委员会图书室”印
章的《中国青年报》，日期为 1963 年 8
月 8 日，这个日期表明，全国性学雷锋
活动开展5个多月了，各地学雷锋进展
有了相当的成果，此日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讯报道“雷锋班”坚持活学活用毛
主席著作，发扬雷锋革命精神，保持荣
誉不断进步的情况。1 版二条位置刊
出三幅照片，反映上海彭浦机器厂一
个生产组学习雷锋和好八连以后发生
变化的新侧影。该报第 2 版刊登西北
国棉二厂班组组织学习雷锋专题讨
论，得出的结论是：机器离不了螺丝
钉，生产少不了辅助工。河北威县戴
家庄青年学习雷锋活动铺得开，扎得
深，从小事做起。

《羊城晚报》，1965 年 3 月 6 日，此
时为学雷锋两周年之际，该报头版头
条为本报讯，今晨广州市各界青年
5000 多人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报告会，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坚真等出
席，副省长杨康华在会上作报告，广东
省市青年决心继续深入学习雷锋。

21世纪的学雷锋剪报

《北京晚报》，2002 年 11 月 17 日，
第 4 版北京新闻版头条刊登《北京社
区里的“洋雷锋”》，讲述了团结湖社区

某单元居民用了老外主动出资安装的
楼宇对讲防盗门；通州区一小学得到
华裔德国人捐资 40 万；英国志愿者给
朝阳区中学生义务教外语等感人故
事。

《北京晚报》，2012 年 2 月 21 日，
第 15 版科教版头条在“传承雷锋精
神，争做北京好人”的专栏里，刊出《小
学生39年续写雷锋日记》的报道，介绍
北京雷锋小学六一班学生在升国旗仪
式上宣读了本学期的第一篇雷锋日
记。该校原名叫西城双寺小学，自从
1973年开始与抚顺雷锋班建立联系以
来至今，全校学生已续写雷锋日记

1500余篇。今年该校开始申报雷锋特
色中队。

《北京广播电视报》一度办过人物
类周刊，每期厚厚一叠，2012年10月 8
日第 41 期第 16 版“百味人物实录”专
栏头条，文摘自《山西日报》张侃理的
文章称，全军“学毛著标兵”第一人廖
初江，被雷锋视为学习的榜样，廖初江
所在连连长陈先云回忆说，在雷锋因
公殉职前夕，作为沈阳军区装甲兵汽
车连的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抚顺
市人民代表的雷锋，慕名前来请教廖
初江学毛著的经验。这两位湖南老乡
朝夕相处三天，白天，军事训练过硬的

雷锋，在操场上帮助廖初江练习射击、
投弹；晚上，廖初江给雷锋讲反复通读
毛选四卷的心得体会和学习方法。二
人分别后还经常通信多次，相互学习
交流。当雷锋因公殉职（1962 年 8 月
15 日）的噩耗传来，廖初江悲痛不已，
当雷锋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雷锋班”
后，廖初江就在日记中写道：“一定要
以雷锋为榜样，甘当人民的孺子牛”。

《北京晚报》，2013 年 3 月 7 日，第
22版头条新华社电，雷锋事迹见证人、
为雷锋拍摄 200 多张照片的原沈阳军
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助理员张峻，5日
下午在学雷锋座谈会发言时，突发心

脏病，不幸去世。这位 82 岁的雷锋精
神践行者，作了人生中最后一场精彩
报告，倒在了宣扬雷锋精神的讲台上。

《北京晚报》，2013 年 3 月 11 日，
第 8 版“永远的雷锋”专版头条，刊登
《雷锋新曲首次唱响雷锋展》，讲述著
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傅庚辰深入雷锋班，为电影《雷锋》创
作出插曲《雷锋，我们的战友》。2013
年，恰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
锋同志题词 50 周年之际，已经 78 岁
的傅庚辰再一次走进雷锋班，实地采
访 并 创 作 出 姊 妹 篇《老 百 姓 的 雷
锋》。而且，今天是全市第 26 个公共
文明引导日，“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
标兵团队——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
总队在中华世纪坛“永远的雷锋”展览
现场，全天 10 小时服务雷锋展。这场
展览的观众在一周内就写下3000余条
参观感言。这一版上还介绍了最诚信
彩票点店主赵书兵的事迹，他第一时
间通知中得500万大奖的彩民；他拾到
10多回钱物，全部找到了主人；他开办
彩票义卖点，半年捐出2万元。

《北京广播电视报》2013年 3月18
日第 11 期第 15 版，文摘自《老年生活
报》的朱华文章称，由时任解放军报原
副总编陶克撰写的《告诉你一个真实
的雷锋》出版，书中介绍了谁帮助雷锋
改名字，1958 年，报名去鞍钢的雷正
兴，却从此改名为雷锋；该书作者统计
雷锋一生的全部收入，总数大概是
1400元，一向节俭的雷锋，把省下来的
钱全部帮助别人。雷锋生前照片有近
300 张，大部分是在部队时拍的，先后
有 10 位部队摄影工作者为雷锋照过
相，其中拍得最多的是张峻和季增，二
人共拍 240多张雷锋照片，发表了 100
多张。张峻曾追踪和采访雷锋90天。

《北京晚报》，2013 年 3 月 19 日，
第 10 版热线版头条，报道第四任雷锋
班班长曲建文，特意从老家山东枣庄
赶到北京参观“永远的雷锋”大型主题
展览，在现场跟众多青少年观众讲起
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

颇具特色的学雷锋剪报
彭援军

12 责编 /杨春 付裕 校对 /马磊 排版 /孔祥佳 2023年3月1日 星期三

1963年夏天，父母把我从山西忻州老家

接回北京，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学的第一

首歌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一群五六

岁的小朋友，席地围坐在一棵大树底下，在凉

爽的花荫凉里，爱甩长辫子的李阿姨，手指打

着拍子，在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学唱：“学习雷

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

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至今记忆犹新。

在此文中，有10多份有特色的学雷锋剪

报，笔者以剪报刊文时间为序来回顾一个甲

子以来的雷锋事迹传播历程，以小见大地展

现旷日持久、波澜壮阔的学雷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