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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15日，荷叶坝完小隆重
举行第一届第一班高小毕业典礼。在毕
业典礼上，雷锋主动上台发言。他系着
红领巾、穿着白衬衣，跑到台上讲了一番
话：“……我响应党的号召，决定留在农
村广阔天地里，去当新式农民——决心
做个好农民，驾起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
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个好工人
建设祖国；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就去
参军做个好战士，拿起枪用生命和鲜血
保卫祖国，做人类英雄。同学们，让我们
在不同的岗位上竞赛吧！……”

历经6年求学之路，雷锋终于圆满
完成了高小学业，由一个孤儿成为高小
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一番话，不是雷
锋一时情绪冲动，而是发自其内心的真
诚表白，是他对未来人生的一种宣示，是
对党和祖国、人民的郑重承诺。

雷锋离开学校时，依依不舍，但他的
脸上挂着微笑，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第
一次自信地作出了选择。

雷锋回到了安庆乡，彭德茂乡长非常
高兴，让他担任乡政府通信员，还兼任简
家冲生产队的记工员。雷锋还担任了夜
校教师，利用业余时间教乡亲们认字。

后来，为了支持国家建设，雷锋从
湖南到鞍钢参加工作。20岁，响应祖
国号召，他参军入伍，并先后光荣加入
了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
队的大熔炉中，雷锋进一步树立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立志“要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
务’之中去”。

雷锋藏着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条红
领巾，一个少先队臂章。他从家乡到鞍
钢，又从鞍钢到抚顺，这两件东西始终
带在他身边。雷锋的堂兄雷孟宣生前回
忆说：童年苦难的经历和新中国成立后
得到的帮助，使雷锋对党、对人民、对
社会充满感恩之情，“党的号召”和

“祖国需要”是驱动他每一步人生选择
的动力，雷锋就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
钉，温暖奉献，不求回报。

从小学毕业那天起，在日后短暂的
六年零一个月里，雷锋按照他的毕业誓
言，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一步一个脚
印地实现了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的
夙愿，终成为一名被历史公认的平凡而
伟大的平民英雄。

部队驻地附近，有好几所小学校，
上学、放学的时候，少先队员们见了解
放军叔叔，不是敬礼，就是问好。雷锋
每次看到他们幸福的笑脸，就会想起自
己的童年，和曾经帮助他“天天向上”
的组织。

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954年6月1日，雷锋成为新

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在学校

时，他是少先队大队的文体委

员，是大队的旗手和鼓手。他多

次向大家讲：“少先队是少年先锋

组织，一定要做好团的有力助手。

对每个人来说，我认为一辈子有三

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就是参加少先

队、共青团和共产党三大光荣组

织。”他还说：“我们只有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听党的话，听毛主

席 的 话 ， 才 能 达 到 上 述 之 目 的

……”他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

的，最终分别早早地实现了自己的

“人生三部曲”。
“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那时候有个地下党员叫彭德

茂，他把我从深山里面找出来了……”这是湖南雷锋纪念馆
珍藏的一段雷锋生前录音的片段。在这段演讲中，雷锋提到
的地下党员彭德茂，是雷锋的父亲雷明亮的生前好友，也是
雷锋苦难童年的见证人、雷锋成长道路上最早的引路人。

彭德茂对幼小的雷锋一直热心相助。雷锋成为孤儿以
后，更是关怀备至。雷锋一直觉得彭叔叔对他自己很好，因
此他对彭叔叔很亲近，心里有什么大大小小的不明白的事
情，都愿意去找彭叔叔问一问。彭德茂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
一样，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地对雷锋进行教育和培养。

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湖南省望城县获得解放。不到
9岁的雷锋第一次以国家小主人的身份在家乡的土地上兴高
采烈地欢迎解放军进城，这个昔日的小乞丐得到了政府的救
济粮和衣物，分得了二亩四分田。

解放了，彭德茂成为安庆乡的农民协会主席。在他的部
署和安排下，雷锋积极带头串联一帮穷小子，组建了安庆乡
第一个儿童团，雷锋成为儿童团团长。首批儿童团团员陆续
增加，最多时团员人数达到近30人。在那些日子里，简家塘
一带宽阔的地坪和道路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手持红缨枪的儿
童团团员们列队操练的身影，都可以听到儿童团员们响亮清
脆的口号声和嘹亮的歌声。

1950年夏，安庆乡政府决定免费送雷锋去读书。在开学
第一天，时任安庆乡乡长的彭德茂给雷锋买了衣服、学习用
品，并亲自送雷锋到龙回塘小学报名。

龙回塘小学李扬益老师接待了雷锋这个机灵活泼的小男
孩，在报到册上写下了他的名字“雷正兴”。学校里正式上课
的那天，雷锋一大早就来到了学校，开始端端正正地学写

“毛主席万岁”这5个字……
后来，龙回塘小学校舍（刘家祠堂）被派作他用。读三

年级时，雷锋被乡政府安排到上车庙小学，读四年级时转学
到向家冲小学。

谭礼老师从彭乡长那里，知道雷锋是个孤儿，条件很不
好，就买了一些学习用具送给他。雷锋个子矮，谭礼安排他
坐在教室的最前排。谭礼后来回忆说：雷锋上课非常用心，
最爱听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这些英雄的故事，在他扑闪
着的大眼睛里，总是流露着对英雄的敬佩之情。雷锋在作文
里写道：“我要向英雄们学习，长大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雷锋在向家冲小学读书时的班主任老师谭礼曾回忆：一
次，班上搞活动步行去长沙城青少年宫参观学习，当走到刘
胡兰塑像前，老师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的题词时，雷锋自觉地向塑像鞠躬，接着又绕着刘胡
兰塑像一圈，其他同学看到这种情景也跟着跑了几圈，表达
对英雄的热爱。

安庆乡第一个儿童团团长

1955年春，雷锋转学到离家相对较近
的荷叶坝完全小学读五年级下学期。当
时，这所学校还没有建立少先队组织，雷锋
就成了这里唯一的少先队员。从此，他就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
带头作用。常业勤曾作为学校少先队大队
总辅导员，经常组织学生们搞活动，雷锋表
现得格外积极。

雷锋的堂兄雷孟宣比雷锋长8岁，与雷
锋朝夕相处十几年，是雷锋少年生活的主
要见证人之一，也是雷锋少年时代无话不
谈的挚友，后来任湖南雷锋纪念馆首任馆
长。雷孟宣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雷
锋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做过旗手、鼓
手、中队委员、少先队代表，不管做什么他
都充满热情，干得非常出色。他把学校当
成自己的家，把同学看成是自己的弟弟、妹
妹。他活泼、机灵、好动，唱歌、演戏都有他
的份儿，同学们都叫他‘浮鱼头’（雷锋家乡
的一种爱把头露出水面的鱼）。”

常业勤回忆说：“那时我校还没有建立
少先队组织，他一入校同学们都羡慕地望
着他胸前的红领巾，他是学校唯一的‘种
子’队员，不久上级团委批准在荷叶坝完小
建立少先队组织，雷锋便成了建队中的积
极分子，筹备建队工作。他深入细致地做
好宣传发动工作，积极组织同学学队章、唱
队歌，并鼓励同学交入队申请书，开展‘比、
学、赶、帮’的活动。辅导员交给他的什么
任务，他都能主动出色地完成。”

“六一”儿童节前，在雷锋所在班建立
了一个中队，紧接着在全校组建了少先队
大队部。

在少先队酝酿大、中队队委候选人名
单的会议上，雷锋热情诚恳地一一列举了
其他同学的优点，提议把他们推选为候选
人，却没提及自己的半点成绩，更没流露自

己“入队早、资格老”的情绪。当大家都不约
而同地一致推选他为大队队委候选人时，他
仍是那么谦虚，那么诚恳。在充分酝酿、民主
选举时，雷锋以全票光荣地当选了。当队委
干部分工时，雷锋又诚恳坦率地提出：“我愿
当旗手，我要像解放军的旗手那样，当一名好
旗手。如果需要鼓手，当鼓手也可以，服从组
织安排。”经辅导员和少先队大队部集体研
究，决定尊重雷锋本人的意愿。

这样，雷锋光荣地当选为大队委员，在荷
叶坝读书期间一直是连任少先队大队旗手。
他充分发挥旗手的作用，还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的好旗手。

据常业勤回忆，雷锋积极参加少先队活
动，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他既是旗手，有时又
当鼓手，每当活动结束，同学们纷纷回家，可
他还得将旗鼓送回学校队室，天虽晚了，他从
不辞劳累，也毫无怨言，他每次总是不声不响
地做好了，才急忙赶回家。”

1955年，雷锋所在的荷叶坝完小成立了
团支部，当时读高小的同学中有不少人达到
了入团的年龄。为了在学生中发展团员，学
校团支部成立了青年学习小组，动员青年学
生积极报名。只有思想品德好、组织纪律性
强、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才可以参加团课学
习。雷锋最早写了申请书，是首批参加团课
学习的学员之一。

经过团课学习，雷锋懂得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那时还不叫共青团）的性质、团
员的义务和职责等基本知识。他最早向团
支部交上一份入团申请书，这之后，他几乎
每周都要写一次申请。到1956年雷锋小学
毕业时，学生团员才只有几个人，雷锋当时
因为年龄小，暂时没有被吸收为团员。在别
人入团宣誓的时候，他非常羡慕，宣誓仪式
上请进步青年代表发言时，他抢先上台发
言，他说：“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我多么希望

能站在团旗下光荣宣誓，我多么希望能成为
党的得力助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团员。我这个孤儿能有今天，多亏了党和毛
主席，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早
日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社会主义
建设多做贡献。今天，我没有被批准，这说明
我离一个团员的要求还有差距，但我决不灰
心，决不气馁，一定争取早日加入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

1956年3月，荷叶坝完小根据县、区、乡
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指示，作出决定，开展向

“七一”党的生日献厚礼活动，其中有一个项
目是研制矿石收音机。在那个收音机还是奢
侈品的年代，在偏远的乡村小学，这绝对是一
项高科技。少先队大队长吴强国和学生会主
席潘春华负责组织攻关组，雷锋因为负责庆
祝党的生日的文艺节目的排练，便没有被安
排在研制矿石收音机的攻关小组，但他听到
消息后，通过书面申请、口头表达，坚决要求
加入这个攻关团队，他说：“我的一生都是党
给的，谁也没有权力阻止我向党献爱心。”

由于态度坚决，雷锋参加了这个研制活
动，并在关键时候起了大作用。首先是经费，
雷锋组织同学们募捐，他带头捐了钱；再就是
技术，他又和小组同学一起步行60多里路，
到长沙找来图纸和零件。在老师的指导下，
大家绕线圈、焊零件、装天线、接地线……可
到了调试的时候，无论怎么调，收音机都没有
一点儿声音。这时，雷锋想起了他看过的一
份参考资料，是讲矿石收音机两个圆筒线圈
的最佳相对位置的。雷锋按资料上说的方法
调整线圈、调矿石接触点，终于，收音机响了，
雷锋笑了，攻关组的同学都跳了起来！“七一”
那天，山沟里的人听到了北京庆祝党的生日
的报道，听到了北京的声音。

入队、入团、入党，是雷锋曾经梦想的人
生三件大事，他曾表示要努力加入这三大光
荣的组织。他的同学刘中柱回忆，当时雷锋
讲得最多的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的
救命恩人，没有党就没有我，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少先队大队旗手的人生选择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
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8月21日，这
一组织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吸收7至14岁的少年儿童参
加。从此，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先队的鲜明标识，“时刻准备
着”这句嘹亮的口号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1954年初夏，雷锋考入清水塘完全小学。当时，望城县团
委决定在清水塘完小试点成立少年先锋队。学校发展新队员
的好消息一传来，同学们上下顿时沸腾起来。班主任和校少先
队辅导员组织同学们学习《中国少年儿童队章程》（此时《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章》还未公布），讲解红领巾的由来和意义，讨论
入队条件，动员同学们以实际行动争做一名少先队员，早日戴
上光荣的红领巾。雷锋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他严格要求自己，
做事积极主动，他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相关活动中，雷锋有了对共产党和少先队的进一步认
识，他递交了入队申请书，不久得到了批准，成了班上首批
发展的队员之一。

这年5月底，团中央正式颁布《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6月
1日各大报纸刊发。此次颁布的少先队队章，内容包括：少年先
锋队的性质和工作、少年先锋队队员、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少年
先锋队的奖励和处分、少年先锋队的标志、少年先锋队队礼、少
年先锋队的呼号7个部分。校少先队辅导员组织同学们学习队
章。雷锋就是在这年的六一儿童节、少先队首部队章刊发的当天
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因此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少先队员。

宣誓当天，雷锋站在队旗前，庄严地宣誓，然后辅导员
把鲜艳的红领巾戴到新队员的脖子上。雷锋抚摸着胸前飘起
的红领巾，无比激动。在代表新队员发言时，雷锋深情地
说：“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讲，但激动得一时说不出来。我是
个孤儿，今天光荣地入队了，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孤儿不
孤了。今后，我必定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争取更大的进
步，做一个优秀少先队员。”

就这样，雷锋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此，他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刻苦学习，还乐于帮助同学，处处以身
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是个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他常对同
学们说：“咱们的红领巾、红队旗，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
的，要格外爱护才行。”

望城县第七区荷叶坝完小队部于1955年7月填写的有关
雷锋《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登记表》的“入队时间”“入队地
点”二栏分别显示，是“1954年6月1日”“清水塘完小”。

热爱生活的雷锋，从小就爱照相，在每个人生的重要时
刻，只要有机会他都要拍照留念。如今，能找到雷锋的照片有
500多张。其中，雷锋在故乡拍摄的照片，多是望城县铜官镇
丽杰照相馆摄影师戴杰所摄。据考证，现存有13张有关雷锋
的早期珍贵照片，系戴杰拍摄。加入少先队不久，雷锋就戴着
红领巾留影过，这张照片就是戴杰拍摄的。雷锋因为关心同
学、助人为乐，在校时被评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少年”。

共和国第一批少先队员

▲1954 年，雷锋在清水塘小学加
入少先队 （戴杰 摄）

▶雷锋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登
记表》 （余玮 摄）

1960年10月，雷锋先后担任了抚
顺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少先队组
织的校外辅导员。他的工作任务很紧
张，但他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或者
在大风大雨不能出车的时候，跑到学校
去，和辅导员、队员们谈心。平日里，
他也抓紧一切机会，从报纸上、刊物上
搜集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的
故事，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一有工夫
就讲给孩子们听。他爱孩子们，孩子们
也爱他，把雷锋当作自己知心的大朋
友，愿意把心里话和遇到的事情讲给雷
锋听。

1962年5月，共青团抚顺市委授予
雷锋“优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这年
8月 15日，雷锋因公牺牲，年轻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定格在了新中
国成立之初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本文作者为雷锋研究专家、文献
研究专家，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
《中华雷锋报》总编辑）

▲戴有红领巾的雷锋塑像
（杨擎宇 作品 余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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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