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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成炬，点亮初心征程
和许多人一样，孙益海对善良

和热忱的启蒙认知，是从“雷锋”这
个名字开始的。“小时候，学校组织
观看雷锋主题电影的场景，至今仍
鲜活地刻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
孙益海并不完全理解雷锋精神的
深刻内涵，但电影中那些温暖朴素
的画面，却像一颗种子悄然埋进孙
益海的内心深处。帮邻居家扫雪、
帮同学复习功课、帮农民伯伯干农
活……那份对“成为雷锋”的向往，
转化成一个个朴实的善举。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1989
年，高中毕业的孙益海怀揣着炽热
的青春理想，毅然踏上报国征程。

“在部队，孙益海是出了名的
好人，只要战友有困难，第一个伸
出援手的肯定是孙益海。”战友葛
长青评价道。

1991年，细心的孙益海发现，
战友杨维兵每个月都要从30多元
的津贴费中，拿出大部分寄回家
中，而自己却舍不得花一分钱。事
后孙益海打听得知，杨维兵母亲因
突发疾病需长期治疗服药，昂贵的
医药费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
雪上加霜。得知该情况后，孙益海
立即向连队汇报，主动号召大家一
起为杨维兵捐款，及时帮杨维兵家
庭走出了困境。

“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像雷锋
一样，一辈子做好事。”面对战友的
夸赞，孙益海总是坚定地说道。

身残志坚，情暖千家万户
1993年，孙益海从部队退伍，

穿上了那身梦寐以求的警服。然
而，1995年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写
了孙益海的从警生涯和往后余
生。年仅 26岁的孙益海，在参与
一次收缴非法枪支行动中，遭遇火
药爆炸，左腿主动脉被炸烂，紧急
抢救时血压2次降为零，最后高位
截肢才保住性命。此后，孙益海又
历经5次大手术，至今体内还留有
36颗钢弹，每个月都要去做一次小
手术，清理感染部位。

余生究竟应当如何度过，病床
上的孙益海一度陷入迷茫和绝望。

“我愿永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
钉。”回想起幼时熟背的雷锋语录，
孙益海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内
心深处的斗志被再次点燃。

1998年初，孙益海重返工作岗
位，他拒绝了组织安排的清闲岗
位，主动申请到郭猛派出所，扎根
户籍窗口，负责办理户籍、管理档
案、统计报表、调解矛盾等“杂事小
事”。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琐碎
工作，却撑起孙益海践行雷锋精
神、服务群众的广阔舞台。

30年来，孙益海克服常人难以
忍受的痛苦，坚持用一条腿，跑遍
田间地头，走访千家万户，行走
20000余公里，他单腿拄拐行走乡
村小道为民服务，前前后后用坏了
9根拐杖，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户
籍业务50000余次。

因爱而聚，共守一方祥和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了

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众获得帮助，让
雷锋精神在更多人之间传递，孙益
海克服各种困难，牵头成立“益海
志愿联盟”，组建了益海户政、益海
调解、益海服务、益海宣传 4个团
队，动员社会志愿力量参与辖区公
益事业。

2020年，孙益海在一次走访过
程中得知，李庄村的尹某因车祸受
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沉重的家庭负
担全落在无业的妻子祁某身上。孙
益海主动与辖区各企业联系，成功
帮助祁某找了一份既能照顾家庭，
又能挣得不错收入的工作。

不久，儿子小尹成功考上了本
地重点高中，然而高昂的学费成了
祁某眼下最大难处。为了不耽误
孩子的学业，孙益海再次到处联
系，寻找愿意资助小尹的爱心人
士。得知孙益海帮助困难学校筹
集物资的暖心事迹后，辖区的一位
企业老板被孙益海的善举深深触
动，主动联系了孙益海，资助小尹
的高中全部学费。如今，已经大学
毕业的小尹，也成了“益海志愿联
盟”的一员。孙益海用身残志坚的
正能量，影响带动了一批人，“益海
志愿联盟”不断壮大，越来越多人
加入进来，众多困难家庭得到帮
扶、一批失学孩子重返校园、各类
矛盾纠纷成功化解，孙益海也成了
大家心目中的“活雷锋”。

左腿高位截肢，体内有36颗钢珠
子弹，每个月都要动一次手术，而这样
一个人，不仅自己好好生活，还拼尽全
力为他人服务。近日，盐城市公安局盐
都分局郭猛派出所一级警长孙益海获
评“第十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孙益海靠着拐杖、
假肢，跑遍了辖区的田间地头，30年来
行走乡间2万余公里，用坏9根拐杖，
他用执着坚守、甘于奉献、一心为民诠
释了新时代雷锋精神。

通讯员 葛武明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振军

孙益海走村入户进行反诈宣传 盐城警方供图

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子璇）从
一个濒临解散的县级小剧团到两次
进京、四赴上海、连年进省会演出，
从团员靠摆地摊、兼职司仪贴补收
入，到如今拥有国家一二级演员13
人，淮安市涟水县淮剧团以雷锋精
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沃土、坚守农村
一线，用“十年磨一剑”的坚守，创排
精品。近日，涟水县淮剧团入选第
十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

涟水县淮剧团成立于 1955
年，是一个基层国有文艺院团，现
有成员38人，其中一级演员3人、
二级演员 10人。近日，现代快报
记者来到位于淮安市涟水县大剧
院的涟水县淮剧团，团长翟永军正
带着演员们彩排练习。

“每次彩排，演员们个个铆足
劲，将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过
细，力求达到完美状态。”翟永军告

诉记者，支部书记张献忠，每天坚
守排练场，脚都练肿了；白玉兰奖
获得者许晴为了保护嗓子，缓解多
年沉积的伤痛，随身带着药品。他
们为淮剧舞台带来一部部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鲜活乡土气息的剧
目，累计获30余项省级大奖。

涟水县淮剧团以天为幕布，以
地为舞台，送戏进乡村、进社区、进
企业、进学校，每年演出120场，足
迹遍布大江南北，仅2023年，他们
的演出服务人次就达7万余人，平均
每三天就有一场农村演出。

从 2013 年开始，淮剧团成功
打造现代淮剧“村官三部曲”，生动
抒写了大学生村官、留守村干部、
扶贫村干部三大主人公，全方位全
景式展示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2021 年起，又推出“党员三部曲”
中的《哎呦，我的憨哥哥》《村里有

个管得宽》，着重反映基层党员“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
舟、同甘共苦”的质朴情怀。同时，
剧团的《一只口罩》《芝麻官钻笆斗》
等经典小戏，以基层干部面对人情
与党性的考验时，坚持原则、不徇私
情，充分展示党员干部的高尚品质
和党的建设丰硕成果，演绎了普通
党员平凡而伟大的时代风采。

涟水县淮剧团用数十载的坚
守生动践行着雷锋精神，唱响时代
故事、服务一方百姓，剧团先后获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
设”先进集体、全国文旅系统先进
集体、江苏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优秀团队等荣誉称号，淮
剧艺术“涟水现象”被中宣部、江苏
省委宣传部专题推介，淮剧团以新
担当新作为抒写了新时代“雷锋精
神”。

每年义务送戏下乡120场
涟水县淮剧团入选第十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

现代快报讯（实习生 黄舒文
记者 于露）在南京大学暖心救援
中施以援手的同学找到了！他
就是学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生刘其鑫。2月28日晚，他
将突发不适、瘫倒在地的同学迅
速送往校医院，为其争取抢救时
间，随后悄然离开。

3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
京大学了解到，助人者叫刘其
鑫，是该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博士生。3月 6日下午，记者
在南大仙林校区见到了刘其鑫，
穿着朴素，言语中透露着谦和。
回忆起当晚的经历，刘其鑫记忆
犹新。他告诉记者，2 月 28 日
晚，他走出学校健身房后，一名
女同学询问他是否骑电动车，能
不能将她的朋友送往校医院。

刘其鑫走近一看，发现另一
名女同学躺在地上，整个人没有
力气。担心她单独坐在车后座
危险，刘其鑫便和这名女同学的
同伴商量，让身体不适的女同学
坐在两人中间，大家合力将她送
往校医院。“她没有力气，脚拖在

地上，我不敢骑快，怕伤到她的
脚。她的朋友一直在后面安慰
她说快到了。”

两人将那名女同学送达校医
院，看到她接受了医生治疗后，刘
其鑫便悄然离开了。因为担心这
件事对女生造成困扰，事后他没
有将这件事告诉身边的同学。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经诊
断，女同学身体不适是因为她是
过敏体质，误食“红参果”发生严
重过敏反应，当时她血压极低，
情况十分危急，正是由于同学们
及时帮助，以及校医院医生专业
的抢救，才顺利脱险。

3月6日，做好事不留名的刘
其鑫被学校老师找到。当天中
午，他与受助女生见了面，对方
还送来了鲜花与水果表达感谢。

“感觉自己并没有做一件特别大
的事，但收到了好的反馈，挺开心
的。”在刘其鑫看来，这是一件平
常的事情，“我下意识地去帮助了
别人，没有经过特别多的思考，我
觉得很多同学遇到这种事情，都
会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刘其鑫，好样的！
南大救人的同学找到了

▲南大救人的同
学刘其鑫

现代快报/现代+
记者 吉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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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李轶 记
者 季雨）为了进一步弘扬见义勇
为精神，彰显对见义勇为女性群
体的深切关怀与崇高敬意，3月3
日至5日，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组织17名见义勇为女英模赴
扬州开展活动。本次活动以“见
义勇为、巾帼赞歌”为主题，不仅
是对见义勇为女性的一次关怀
与致敬，更进一步弘扬见义勇为
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江苏省
三八红旗手标兵陈传香说：“能
参加此次活动我特别激动，认识
了这些先进模范的姐妹。未来我
会带着这份感恩和沉甸甸的荣誉
努力回报社会，弘扬和传递见义
勇为精神。”2019年1月21日，一
名男子持刀砍伤一人，陈传香冲
上前劝阻并因此负伤。2022年

“陈传香见义勇为志愿服务队”成

立以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0余
次，服务群众上千人，提供志愿
服务时长一千多个小时。

家住徐州市的张保珍表示：
“真的特别感谢基金会组织了这
次活动。我见义勇为26年了，政
府和基金会没有忘记我，每年都
到家里慰问，我感到非常骄傲。
我将继续践行见义勇为精神，为
身边的人树立榜样，让更多人知
道，善良和勇敢永远不会过时。”
1999年5月30日，张保珍在胸口
被捅两刀、鼻子部分被咬掉的情
况下，勇斗持刀歹徒，最终配合
警方将歹徒制伏。

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
长倪红娟呼吁，希望更多的人加
入支持见义勇为事业的行列，为
见义勇为人员提供更多的关怀，
让见义勇为精神在社会中蔚然
成风。

致敬！勇敢的女英雄们

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独腿民警”30年行走乡间2万余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