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鹏，27岁，重庆市最美志愿者、渝北区回兴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

康鹏从2020年开始坚持做好事。新冠疫情
期间，他主动投身疫情防控一线；2022年重庆多
地发生山火，他第一时间组建志愿者团队进入山
火现场。因为他的青春热情、担当奉献、方法得
当，一起参与的小伙伴都亲切地称他“康队长”。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周奇摄）

身边雷锋““2020年代年代””

廖财莉，42岁，重庆市道德模范、重庆好人、
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队员

廖财莉从 2014 年开始坚持做好事。加入
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后，她“爱心送
考”从未缺席，义务献血年年参与。工作之余，
她和队员们组织开展关爱孤寡老人，结对帮扶留
守儿童等多种形式志愿服务活动。在春运、五
一、国庆黄金周等节点，为有需求的旅客服务“最
后一公里”，让乘客感受回家路上的温暖。

身边雷锋““1010年代年代””

田桂兰，72岁，重庆市五星级志愿者、大渡口
区新山村街道助残志愿者

田桂兰从 2006 年开始坚持做好事。为解
决残疾人心理问题，田桂兰牵头建立以社区残
疾人康复示范社区为依托，以手工编织为主、以
工代疗为目的的残疾人工疗站。17年来，她指
导500多名残疾人学习串珠编织，带动精神残疾
人一针一线串出“新世界”，用满腔热情点燃残
疾人希望之火。

身边雷锋““0000年代年代””

杨昌龄，57岁，重庆市五星级志愿者、江津区
几江街道居民

杨昌龄从1990年开始坚持做好事。她聚焦
青少年心理疏导，从作为教师、一个人关爱山区
贫困儿童，到创立江津区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带领25名专职社工和3000名志愿者，运用专
业知识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已累计服务5万小时
以上，筹集善款300万元，服务人数3万人次。

身边雷锋““9090年代年代””

杨永根，61岁，重庆市五星级志愿者、重庆
高新区金凤镇“老杨群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杨永根从1985年开始坚持做好事。2015年，
他成立金凤镇“老杨群工”志愿服务队伍，并组建
六支志愿服务小分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2600余场次，服务群众4.7万余人次。他认真总
结经验和做法，传授给年轻“老杨”志愿者，“有事
找老杨，老杨帮您忙”的服务承诺遍地开花。

身边雷锋““8080年代年代””

顾大彬，88岁，重庆市五星级志愿者、九龙坡
区暖阳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顾大彬从1973年开始坚持做好事。他自学
理发手艺免费给乡亲们理发，退休后，他定点全
职做起了义务理发志愿者，每周一、四和周末，
他的“义务理发店”在杨家坪步行街；每周三，“义
务理发店”在九龙坡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剩余时
间则走街串户，为需要的群众免费理发洁面。

身边雷锋““7070年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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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7位不同年代的“身边雷锋”——

“60年，雷锋精神一直都在！”

对于同是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周传
勋和顾大彬来说，他们学雷锋的初心是一致
的。两人都清楚记得，1963年3月5日，《人民
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全国迅速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
潮。

在这股热潮中，周传勋和顾大彬被雷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他们认识
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乐于助人，
哪怕只是为困难群众挑水、种地，也是一种善
行。

“我们是听雷锋故事、唱雷锋歌曲长大的
一代。”对话中，杨永根、杨昌龄、田桂兰说了同
样的话。

3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杨永根专
职从事信访工作，需要长期深入基层一线，上
门入户去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看到困

难群众，我总想尽力去帮助他们，心里能舒坦
点。”

17年前，田桂兰是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
沪汉社区一位党支部书记。“娃儿老是待在家
里不出门，我们大人稍不注意，他就用烟头烫
自己手臂，这样下去怎么办啊？”一天，一位家
有精神残疾人的居民来社区诉苦，恰巧被田桂
兰看见。

从那时起，她决心要帮助精神残疾人过上
正常的生活，多次走访调研后，社区建起了残
疾人工疗站。

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虽简陋却整洁，这
个小小的工疗站，如今已接纳了大渡口区500
多名精神残疾人，是社区里独特而温暖的存
在。

廖财莉的爱人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队员，她见证了爱人

“爱心送考”的全过程。
在爱人的影响下，廖财莉通过层层考

核，也加入了“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现在
她年年参与“爱心送考”，还会为考生们准备
好清凉药品和营养早餐，精心制作祝福卡
片。不少考生和家长跟她成为了朋友，与她
分享自己的学习生活。

一人一岗，一生一事。廖财莉视“雷锋的
士”为出租车驾驶员的最高荣誉。

“95后”的康鹏年纪虽轻，但他从小就听
过雷锋的故事。“雷锋的事迹谈不上惊天动地，
但是一件件汇集，就铸就了一座耀眼的丰碑。”
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旅游工作也是以服务
为宗旨，为游客提供舒心、愉快的旅程。“学雷
锋、参与志愿服务与我的工作发展方向相契
合。”康鹏说，趁着自己年轻、有干劲，愿多投入
到志愿服务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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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代中华儿女的

心灵。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在“学雷锋”月的开端，本报记者与7位在不同

年代坚持做好事的“身边雷锋”对话。时光荏苒，雷

锋精神不曾褪色；新的时代，雷锋精神与时俱进。

他们说：60年，雷锋精神一直都在！

时代变迁，雷锋精神在岁月长河里永远闪
亮。几位“身边雷锋”说，雷锋精神好似燃烧的
火炬，点亮凡人善举，温暖社会角落，也激励他
们继续前行。

在2003年“非典”时期，周传勋创作了歌
曲《非凡勇士》，并到病房教唱带给大家信心；
2008年，他组织文艺志愿者进医院，抚慰汶川
大地震伤员……这些都让老人觉得自己很有
价值。

“我永远忘不了30年前扑进我怀里那纯

净的眼神。”1990年，杨昌龄大学毕业后，来到
当时开县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接触到了贫困
山区儿童。为了抚慰孩子们的心灵，她自发考
取心理咨询师、全国中级社工师证书，后辞掉
工作，专职从事社工、志愿服务。她认为，与其
说她帮助了孩子，不如说自己跟他们一起成
长。

2020年，金凤镇大盐村4岁小朋友妮妮在
一处共享单车临时停放点玩耍，误将手指伸进
单车车体内，造成左手多个手指粉碎性骨折。

在走访过程中，杨永根了解到妮妮和外公相依
为命，家庭十分困难。

经多方考证了解事情原委后，杨永根主张
按该共享单车企业无责任过错处理，但考虑到
妮妮家的状况，他自掏腰包捐了1000元。后
来，这家企业负责人被打动，又给妮妮送来4
万元困难救助金，“或许是我们的善举感染到
别人，这就是雷锋精神的感召力。”

去年，康鹏参与了北碚山火扑救，他和志
愿者队伍一起守了三天三夜。

“身边雷锋”用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杨昌龄从一个人单打独斗提供心理援助，
到现在带领25名专职社工、3000名志愿者，
运用专业知识开展社会心理服务，队伍越来越
庞大、专业，她很欣慰。

顾大彬谈到，如今，来找他的不仅有理发
的“顾客”，还有希望与他一起走街串巷为百姓
义务理发的“学徒”。

加入“雷锋的士”9年，廖财莉和队员们用
自己的言行感染身边的驾驶员，“雷锋的士”志
愿服务队队员逐年增多，如今已经发展到

3600多人。“我想，这就是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历久弥新的吸引力。”

7位“身边雷锋”一致表示，雷锋精神，需
要代代相传。青少年尤其要成为主力军，让雷
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怎么做？
年长的周传勋说，每个人都应从小树立起

学习雷锋精神的观念，要多表扬、称赞青年人
做好事，哪怕在家里为父母分担家务，也是值
得鼓励的；学校还可以每学期评选优秀志愿者
等，营造学习雷锋精神的良好氛围。

杨昌龄提倡青少年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通过一言一行激发正能量、一
举一动凝聚正能量、一点一滴传播正能量。“哪
怕是一个笑容、一句问候，或许就能唤醒一颗
热心。”

“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扬雷锋
精神，在平凡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勉勉，在社
会生活中友爱相助、互相关怀。”杨永根希望年
轻人积“小善”为“大善”。

“后浪推前浪，青年就是立于潮头的‘后
浪’，尤其是‘00后’，不要顾虑太多，大胆去做
你想做的事，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康鹏充
满激情地说。

周传勋，90岁，全国最美志愿者、重庆市
五星级志愿者、北碚区文艺家协会志愿者

周传勋从1965年开始坚持做好事。作为重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凤车灯代表性传承人，他组
建了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重庆车灯基地，常年在基
层开展群众文化义务演出，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从1993年退休至今，仍在接受各单位
和群众艺术团邀请，为其义务创作排演节目。

身边雷锋““6060年代年代””

看到困难群众，我总想尽力去帮助他们谈初心

我们的善举感染到别人，这就是雷锋精神的感召力说感触

后浪推前浪，大胆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话传承

近日，“中国银行杯”2023年重
庆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汽车
涂装赛项在重庆市巴南职业教育中
心正式开赛。28支队伍汇聚学校同
台竞技，巴南职业教育中心有何特别
之处？

积一时之跬步，臻千里之遥程。
近年来，巴南职业教育中心创新突
破，通过近30年的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积淀，练好内功、辐射引领，推动
汽车运用与维修人才培养跃上新台
阶。

传承深厚积淀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巴南职业教育中心汽车运用与
维修专业始建于1994年，是重庆市
第一批开办的汽修类专业。30年
来，学校励精图治，不断夯实育人基
础，提升办学实力，累计输送数以万
计的优秀人才。

近年来，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构建岗位职业能力、专业课程“岗
课赛证”课程体系，开展“理实一体”、
学训交替的“宽、专、精”人才培养模
式；建有5个实训中心，总占地面积

6000多平方米，实训设备总价6000
万元；课程资源丰富，师资结构合理；
实行校企合作机制，合作企业130余
家，与重庆商社集团、山东奔腾、上海
通用公司共建校外实训基地20个。

2020年至2022年，毕业生就业
率分别达到92.5%、95.7%、96.3%，每
年面向汽车运用与维修行业企业开
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200人次。面
向巴南区教育实践中心开展培训
620人次，积极开展汽车专业1+X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

面向行业前沿
持续深化练好育人内功

伴随着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战略
发展方向的调整，巴南职业教育中心
对标国内同类标杆学校积极加强专
业建设，逐步形成涵盖汽车机电、汽
车车身修复、汽车涂装、汽车营销、新
能源汽车等专业方向的专业集群发
展格局。

2019年，学校以“标准化建设统
领职业教育发展”为突破口，将全面
质量管理引入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教学过程，在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教学资源建设、教材教法改革、创
新型教学团队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建设等方面实现蝶变。

当前，学校构建起“教、训、产”一
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成效显
著，校企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库辐射
效应初显，衔接1+X证书制度，教材
教法改革成效显著。连续10年代表
重庆市参加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
大赛。组建汽修机电、汽修钣喷、汽
车营销、空调与电梯4个教学团队，
现有专任教师30人，其中特级教师1
人、正高级讲师1人、高级讲师2人、
重庆市英才计划1人、巴南区菁英计
划2人，双师型教师占比达100%，学
校汽修实训基地获全国教育系统第
一家“五星级现场”殊荣。

强化带动引领
赋能发展塑造优质专业

“把专业建成符合重庆地方支柱

产业发展、产教融合度高、专业特色
鲜明、办学优势明显等优点的重庆市
中等职业学校优质专业。”这是巴南
职业教育中心汽修专业的发展目标，
也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的实践步
伐。

学校以专业群建设为纽带，筹建
“三峡库区交通运输职教联盟”，进一
步共享专业优质资源，提升办学引领
力和影响力。

接下来，巴南职业教育中心还将
继续完善“宽、专、精”的人才培养模
式，构建更加科学规范的专业课程体
系，深化教材教法改革，联合校企打
造教学创新团队，建设1+X实践教
学基地，引企入校深化校企合作，构
建社会服务体系，打造一支在全市有
影响力的优质专业，更好地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

何霜 姚兰 覃燕
图片由巴南职业教育中心提供

巴南职业教育中心 创新突破推动汽车运用与维修人才培养跃上新台阶

汽车涂装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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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杨铌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