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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弘扬雷锋精神特刊

团山与杲山之间有一个大湖——— 团山
湖。它纵横六七里，湖草丛生。人们形容
这里土地肥沃，说是有五尺深的肥料。湖
的周围去年围起了一道新的大堤。那弯弯
曲曲的大曲河，再不能穿过湖中间了，只
能顺着新堤往下游流。一个新的国营农场
在荒洲上建起来了。还有“铁牛”在荒地
上奔驰着。这里有300多勤劳勇敢的农场
工人在歌唱今天的幸福，歌唱劳动的愉
快，歌唱美好的将来。

3月1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
子。这天，我第一次学会了开拖拉机，心
情是何等激动啊！

我7岁时父母双亡，变成了一个可怜
的孤儿。那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
只得给地主放牛，吃不饱，穿不暖，经常
挨打挨骂，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

自从来了人民的救星——— 共产党，把
我从火坑中拯救出来，送我上学，给我吃
的穿的，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有一定知识、
觉悟的青年；使我于1956年投入革命的怀
抱(在县委会当公务员)，并在1957年2月加
入了自己光荣的组织——— 青年团。

今年1月底，团县委号召建立望城第
一青少年拖拉机站，接着又看见农学院的
拖拉机来支援团山湖犁田，我多么想当一
名拖拉机手！我就把节约下来准备做被子
的20元钱，全部捐献了，只想拖拉机站马
上建成就好。

这次，党批准我到农场来，我真是高
兴极了。2月26日，我光荣地走上了劳动
战线——— 到了团山湖农场，学习驾驶拖拉
机。

当我第一次爬上拖拉机驾驶台学习的
时候，我真高兴地要跳起来。我坐在驾驶
员的身边，专心地看他怎样操作，怎样转
弯，怎样发动汽油机……老陈一面驾驶，
还一面告诉我操作方法和各部分名称，我
一点一滴都记在脑子里，并写在日记上。
这几天，我总是睡不着觉，起来又去学
习，只想早一日学会，早日为祖国出一点
力量。

学习了一个星期，懂得了一些操作方
法和基本知识，老陈就让我试验驾驶。他
真的让出座位，站在一旁指点我。我一坐
上驾驶台，心跳得很，生怕开不动，别人
会讥笑；又怕没有力，转不动方向盘；还
怕刹不住车，就更糟。我的心情既紧张，
又快活，手脚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老
陈对我说：“不要怕，要放勇敢些！”这
时，我才把油门加大，把离合器向上一
推，拖拉机嘎嘎地开动了。可是，拖拉机
总不听我的指挥，走弯路。开了一会儿，
我不怕了，心也跳得不那么厉害了，手脚
也慢慢地不发抖了。这时，拖拉机也听我
使唤了。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又是多么
喜悦呀！我回头望望，看到那可爱的肥沃
土地，很快地被犁翻了，仿佛看见了一大
片绿油油的可爱的庄稼。

今天，真有很大的收获，过得真有意
义。下班以后，我脑子里一个转又一个转
地想着。吃饭的时候，还好像坐在拖拉机
上似的，不停地摇晃着；拿起筷子，像握
住拖拉机的操纵杆一样，随手拽动。两只
脚像踏在“刹车”和“油门”上，自然地
踏动着。我在想，今天这样幸福，不是党
的培养，又是哪里来的呢？

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我
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一定努力钻研，勤学
苦练，克服一切困难，忘我地工作，争取
做望城县的第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

(原载于 1 9 5 8年 3月 1 6日的《望城
报》，第一段按雷锋的原稿增补。——— 出
版社注)

选自《雷锋全集》
华文出版社

有这样的一位山东人，当年被雷锋认为是自
己永远学习的榜样。这个雷锋的榜样是谁呢？ 2
月10日，记者在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薛庄村采访
了刘成德老人。这位76岁的老人，就是当年雷锋学
习的榜样。

半个世纪前，雷锋亲笔在刘成德的笔记本上
写下：“亲爱的刘成德战友，您是优秀的共青团员，
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50年前，刘成德的事迹感动了雷锋；50年来，
刘成德始终如一，以自己朴素的一言一行，践行着
对雷锋的承诺，在雷锋精神激励下，服务社会，奉
献人民，用自己不变的信仰和操守，在人生的道路
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

半个世纪的承诺

50年前，刘成德和雷锋在沈阳军区首届共青
团会议上互相赠言。

刘成德说，我在雷锋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
一段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人好事，您这
种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去年11月，我让大儿子刘才陪着我专门去还
了个愿——— 祭扫雷锋墓。”刘成德告诉记者。

在雷锋墓前，刘成德献上自己花三十元买的
一束鲜花，刘成德对着塑像说：“雷锋战友，我来看
你了。从分手后，你说的话，你给题的词，我都照着
做了。”说罢，深深向雷锋的塑像三鞠躬。

“50年，能一直践行对战友的承诺，我满足
了。”刘成德说。

“有次去东北的列车上，我拿着印有雷锋头像
的老式铁瓷杯喝水，许多年轻的乘客纷纷和我合
影留念，这是人们对雷锋的热爱。”

“我还特意去了雷锋团，雷锋团的政委亲自出
门迎接。政委告诉我，你给雷锋留言的日记本陈列
在纪念馆里。这下对上号了。政委提出一个要求，
是否能把笔记本留下？我跟政委相约：先留下照片
和复印件，笔记本我还带回去，待我走后，我让孩
子再送来。”刘成德说完，微微一笑。

跳海救人

刘成德如何成为雷锋学习的榜样？刘成德说：
“这是雷锋谦虚，我们当时是一个军区的先进。”刘
成德用平淡口吻，简略地向记者叙述他冒着九死
一生的危险舍身勇救14名战友的经过。

1961年春节刚过，已经是上士班长的刘成德
和战友分乘两艘机帆船出海执行任务。在夜间返
航时，第一艘船不幸触礁，向刘成德所在的第二艘
船发出求救信号。刘成德脱去棉衣，腰系大绳，纵
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在礁石丛生、激流回旋
的海面上游了80多米，在第一条船的战友接应下，
已近昏迷，气力用尽的刘成德终于把大绳送到战
友手中。在1962年3月20日的《解放军报》三版，一
篇《雾海深情》的通讯报道讲述了他当年蹈海救人
的全过程。

《雾海深情》通讯的倒数第二段是这样描述刘
成德蹈海救人的一个感人的细节：一号船上的同
志跳下来，从水里把刘成德抱上了船。刘成德清醒
过来后，说：“我来慢了……”船上的同志含着感激
的眼泪拥抱他，脱下棉衣给他披上。这时候，海水
已经灌满了船舱，漫上了甲板。队长梁民立刻命令
全体同志拉着绳子离船下了海。不一会儿，他们越
过汹涌湍急的海面，安全地到达了二号船。

回忆这段历史，刘成德说：“我死，死一个；如
果我的一条命能换来14个战友，值了！”

“第二条船上，数我的水性最好。如果我游过
去，就能救出14名战友。所以，我当时毫不犹豫地
就跳了下去。当时，我差点没游过去。海面上刮着6
级的大风，冰冷的海水冻僵了身体，那条百米的粗
草绳浸水后，腰里就像系了石头一样把人往水里
坠，感觉就要上不来了……回到岸上，战友说，亏
了刘班长。闻讯前来迎接的政委当即表态：我们为
你记功！”

刘成德舍身跳海勇救14名战友，1961年，沈阳
军区政治部为他荣记二等功。

作为同时代同一军区的先模，刘成德与雷锋
有了两次交流。

第一次的时间是1960年5月。雷锋作为沈阳军
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应邀到刘成德所在
部队作报告，并与连里“学用”积极分子一起座谈。
这是刘成德与雷锋的初次相识。

第二次是1962年2月。在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
会议上，作为会议先模代表，刘成德与雷锋同住在
沈阳军区电影院东北招待所二楼。英雄相见，雷锋

专门找到刘成德，在会议发的纪念本上，为刘成德
题下赠言：“亲爱的刘成德战友：您是优秀的共青
团员，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为了共同完成党的事
业，我给您留下几句话：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
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
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这次会议，刘成德与雷锋相处10天，一同上台
受表彰，一同到基层连队作报告。分手时，雷锋握
着刘成德的手说：“我们以后要相互通信，交流经
验。”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半年后，刘成德就接
到了沈阳军区政治部关于雷锋牺牲的噩耗。说话
间，刘成德小心地拿出一个发白的信封说，这是沈
阳军区政治部专门发给他告知雷锋牺牲的信。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
志学习！”刘成德把自己的心愿和毛泽东主席题词
化为自觉行动，用一辈子来践行对战友的承诺。

抬杠抬出“雷锋的榜样”

2006年初的一天，刘成德干装修工程的小儿
子刘安，承接了济南市长清区供电公司的一个会
议室的工程。当时，大家一起安装一块有毛泽东主
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印刷品的匾额。

刘安看着匾额，嘴里不由得念叨：“向雷锋同
志学习，就先向我老爹学习吧！”

供电公司里负责宣传的一个同志反口问道：
“谁说的向你老爹学习？”

刘安随口答道：“雷锋说的。”
“开啥玩笑？雷锋怎能向你老爹学习？”“雷

锋亲笔写的，就在我家放着。”
“吹，使劲吹。”
“不信，到我老爹家去看看。”
两个抬杠的人互不服气，花了近一个小时的

时间，来到长清区归德镇郝庄村刘成德的家里。刘
安从里屋搬出刘成德老人珍藏的箱子，从箱底翻
出一个暗红色带毛主席像的日记本，第一页，就是
雷锋给刘成德的赠言。微微泛黄的条格纸上，整整
一页流畅的蓝色笔迹，落款署名是战友雷锋，时间
是62年2月22日。

与刘安抬杠的人霎时愣住了！刘成德是雷锋
学习的榜样！这消息不胫而走。

环视老人简朴的住所，如果不是看到床头桌
上的电视和电话，所有的家具和摆设一如我们在
影像资料中看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中国家庭的陈
设：正房正北墙上的最高处，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
大幅画像，左边的一个大相框是刘成德在部队里
和战友们的照片。下面一个角落是刘成德和妻子
的结婚照。

刘成德指着一个大镜框里的一张照片，对记

者说：“这是我和被救的14名战友以及他们政委的
合影。这些战友如今大都已经不在了。”

刘成德又从里屋的箱子里，拿出他的珍藏：一
套叠得板板正正的军服和一个红色带有八一徽章
的退伍证，还有一大摞奖状和证书。刘成德这些奖
状与证书就如一串闪光的印迹，像是一句歌词“走
到哪里哪里亮”的真实写照：

在部队：1960年，沈阳军区政治部三等功一
次；1960年，解放军某部五好战士；1961年，沈阳军
区政治部二等功一次。

转业后到企业：1964年，国营754矿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1965年，国营754矿五好职工。

1968年，他跳海救人时落下的腰痛病越来越
严重，刘成德调回家乡的济南市长清县农机修造
厂。刘成德获得了该厂1973年、1974年、1975年、
1978年、1982年的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后来，他的腰痛、心肌梗塞等病情加重。1985
年，被特准提前退休回村。

退休回到村里后，1994年，刘成德又获得长清
县归德镇薛庄村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刘成德搓了搓他当年跳海救人留下冻疮的手
后，指着这些衣物、证书和小本说：“这都是我压箱
子底的东西。”

“他真是一个好人！”

“他真是一个好人！”这是刘成德的老伴王玉
芹对刘成德的评价。

这个好人就是专做“傻事”：工作时早去晚走，
脏活累活抢着干，把吃亏的事留给自己。退休后，
坚持每天义务清扫街道和村里的文化广场，发送
报纸，经常为小学生上传统教育课，并长年照顾孤
寡老人和残疾人，乐此不倦。

他在部队上，有一次回家探亲，两手空空回来
了。一问，一位大娘在车站丢了车票没了钱。刘成
德二话没说，给那位大娘买了车票，还送给她一些
零花钱。

退休后，刘成德的工资才700多元。他省吃俭
用，每个月都要拿出一部分钱，接济贫困群众。村
里刘吉泉老人是个五保户，生活困难。刘成德回村
知道后，就从自己微薄的退休金里拿出钱来接济
他，直到刘吉泉去世。

汶川地震，他一次就捐款500元；特殊党费交
了100元；玉树地震，他又捐了500元。

村民吴洪星去世后，6岁的儿子又得了白血
病，孤儿寡母十分困难，刘成德闻讯，先向村支部
和村委汇报，争取村里的资助后，又和老伴商量解
囊相助。两位老人叹息一声说，不幸的是，爱心没
能挽回孩子的生命。

60岁的村民孟庆泉几年前遭遇车祸，卧床在
家。刘成德几乎每月到他家一次，送去一百元左右
的钱物。孟庆泉83岁的老母亲感激地说：“这些年
来，庆泉没少让你费心。”躺在床上的孟庆泉一见
到刘成德，脸上就露出开心的笑。

街口“交警”

在街口，与刘成德的邻居刘成芹相遇。她快人
快语：“刘成德是雷锋的战友，全村都知道。刘成德
回来就给村里做好事。”

2006年6月中旬，一个小学生放学后骑自行车
回家时，在薛庄村中心街十字路口与一辆摩托车
相撞，致使小学生受伤。

刘成德听说这件事后，专门去看了地形，分析
原因：是一栋新起房屋挡住十字街口每天过往人
车的视线。于是，刘成德干脆当起了村里的“街口
交警”。每天小学生上学、放学时，刘成德都站在十
字路口，指挥过往车辆，引导小学生过街口。他还
准备打气筒，为过往的人提供方便。

近5年来，刘成德风雨无阻在这指挥交通，这
路口再也没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刘成德说：“孩
子们的笑脸和‘爷爷’的叫声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他老伴王玉芹说：“晚上一回到家，他腰疼得都直
不起身来了。”

钱少也得理财

刘成德说：“干什么不讲钱。好事让给别人，困
难留给自己，时时刻刻想着群众，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就挺身而出。这，就是雷锋的傻子精神。”

“其实，雷锋最会理财，当时我们每月的津贴
才6元钱，南方水灾，雷锋一次捐款就200元。可见
雷锋的精打细算。”

“我现在的工资不多，也要理财。我的理财原
则是：不给社会添麻烦，不给自己孩子增负担，不
给家庭留苦难，又能给需要的人作贡献。我在家里
是保管员，能保证老伴兜里有60元的零花钱。”

“我感到最自豪的是，一笔5元钱的投资换来
的集市秩序和人们尊重。一次，在村口的一个集
上，一位老太太与一个摊贩吵了起来，原因是老太
太认为摊贩少找她5元钱，摊贩不承认。两人互不
相让，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我问明了缘由，从自
己的兜里掏出5元钱，给了老太太，平息两人的吵
架，让围观的人群散去。一个人少花5元钱，平息了
两个人的纠纷，教育了一群人。从此，村里的集上
再无这样的纠纷。每当我从那走时，人们纷纷向我
打招呼，表示他们的尊重。”

“有的事，别拿当事；钱不值钱，人值钱。我总
认为，人的幸福、家庭的幸福不是以钱的多少来衡
量的。”

英雄也有流泪时

刘成德最犯难的事是啥？王玉芹大娘说：“我
胆囊癌做手术时。他当面安慰我说没事，背后偷偷
着抹眼泪。”

刘成德说：“省立医院的专家为她做了切除手
术，前前后后作了6次化疗，一共花了五六万元。化
疗结束后，大夫检查后说，一百台手术也挑不出一
例。恢复的程度出乎大夫的意料。”

“我每月从工资里拿500元为她买营养品，保
证她身体恢复。我没向上级张口，也没向孩子伸
手。”

“除了保证她的营养，我想办法让她精神愉
快。她要强，犟脾气，不容人说不。我让着她。家里
的事由她做主活儿我全包。”

刘成德说：“社会和谐，单位和谐，家庭和谐其
实都是一个理，只要让一步，把好事让给别人，把
困难留给自己，就不会有问题。”

刘成德被济南市长清区聘为“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委员”、“五老报告团”成员，同时还被两
家驻军单位和4所中小学校聘为义务宣讲员和校
外辅导员；一家企业女子民兵连的编外指导员，工
商银行长清支行的义务指导员。

这些聘书大都是在2006年以后颁发的。
刘成德几十年都是默默无闻，为何突然高调

起来？刘成德说，这是因为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的
决定。我是雷锋的战友，传颂雷锋精神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

王玉芹大娘说：“刘安将父亲与雷锋的故事传
出去之后，附近慕名而来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们全
家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和他自己的想法，在一起商
议一下，决定全力支持他，不拖他的后腿。”

刘成德认为：“学雷锋，做好事，无论时代如何
进步，对社会和谐和安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 雷锋的散文

我学会

开拖拉机了

(1958年3月16日)

5 0年前，有这样一位山东人，他舍身跳海救战友的英雄壮举感动了雷锋，被雷锋称

作是自己永远学习的榜样。这个雷锋的榜样是谁呢？

刘成德：雷锋学习的榜样
□ 本报记者 于晓波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刘成德向记者展示沈阳军区通知他雷锋
牺牲消息的信件。

雷锋坐在驾驶室里读《毛泽东选集》的画面，很多人一定记忆犹新。

1963年毛泽
东的“向雷锋同
志 学 习 ” 的 题
词。

1962年2月，雷
锋给刘成德的赠言：
您是优秀的共青团
员，是我永远学习的
榜样……

雷锋总是热心帮
助别人。这是雷锋生
前辅导小学生陈雅娟
学习。

雷锋曾在天安
门广场向一骑摩托
车的青年借摩托车
拍了一张“时尚”
照。

这是化名“黄
丽”为雷锋赠言的
王佩玲。他们在共
同的工作中结下深
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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