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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艳艳

十五岁前没吃过饱饭
一封血书实现军人梦

宋薛宣， 1958年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 因家里太
穷， 交不起几块钱学杂费， 连小学三年级都没读完。
宋薛宣的童年， 最深的回忆应该是饿， 从他记事到十
五岁， 沒有吃过一顿饱饭。 为给家里多挣几个工分，
十三岁就干起农活， 十六岁开始给家里挣钱， 给学校
拉水， 一桶水三百多斤， 走一公里还要上一个大坡，
这一拉就是三年。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 看你是否追梦， 我小时
候的梦想就是吃上一顿饱饭， 1976 年十八岁的我， 为
了当兵、 一封血书实现了我的军人梦。” 宋薛宣说， 当
时他写血书去当兵， 理由很简单， 一是能吃饱饭， 二
是学点本领或许还能有点出路。

1976年3月， 宋薛宣走进了军营， 成为了原北京卫
戍区51107部队后勤处的一名战士。 七年的军旅生涯，
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和意志， 也让党的教导在他的心
里生根发芽。 刚进军营， 恰巧部队正在开展 “学雷锋”
活动， 这成为他学雷锋事业的起点。 从那时起， 他就
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学着雷锋的样子为周边的群众
做好事， 帮助身边的战友修修补补。 在老百姓家做好
事不留姓名， 直到锦旗送到部队还不承认。 7年间， 宋
薛宣连续多次被评为 “学雷锋标兵和学雷锋积极分
子”， 成为北京卫戍区学雷锋的标兵， 受到时任北京市
委、 北京军区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 这成为他离开部
队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3年， 宋薛宣复员回到老家， 在部队学的修锁
技术用不上， 家里盖房又欠了一千元外债。 忠孝不能
两全， 这个沒有钱的儿子、 丈夫、 父亲， 挑不起养家
的重担， 只有另想办法。 儿子周岁生日的前一天， 宋
薛宣当了 “逃兵”！ “我儿子要过1周岁生日， 明天亲
朋好友来了吃什么?生日宴干脆不办了， 我必须得去谋
条出路， 不能让家人跟着我喝西北风。” 于是， 宋薛宣
拿着家里仅有的15元钱， 坐上了寻梦的火车， 孤身一
人来到北京谋出路。

谋生修锁部立下承诺
践行雷锋精神回报社会

人常说: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 宋薛宣心中的
“梦开始的地方” 就是当年部队所在的大兴区， 下了火

车， 宋薛宣才意识到了眼前的处境比贫困的家还窘迫。
身无分文的他只有住在当时的大车店———六汉停车场
里。一晚上六毛钱的住宿费，宋薛宣都付不起，但他晚上
拿回来的吃的却是大米饭、炒菜和饺子。 停车场经理曹
连友暗中了解到了他的实际情况， 就给免了一毛钱的
住宿费， 员工们问他 “小宋吃得比我们都好， 你为什
么少收他一毛钱？ ”曹经理说：“小宋吃的都是别人剩下
的。 给你们， 吃吗？” 还有大兴工商分局的侯春哲大
哥， 也非常关心他， 把家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粮票送
给他。

“是大兴人民让我度过了最难的日子， 所以我暗
暗发誓， 我要用我的一生回报他们， 回报这片收留我
的热土。” 正是怀揣着这颗感恩的心， 宋薛宣在大兴开
启了 “学雷锋” 这条无止境的路。

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 1984年宋薛宣凭借在部队
学到的修锁技术成立了 “宋记综合修理部”， 从此他在
大兴有了立足之地。 修锁部成立当日， 他就立下承诺：
向雷锋同志学习， 为大兴人民尽心服务。 这个小小的
修锁部对社会公开承诺： 对现役军人、 残疾人修锁配
钥匙半价优惠。 后来， 他逐步扩大承诺和义务服务范
围， 在国庆节、 学雷锋日、 教师、 重阳节等节假日，
上街道、 到部队、 进社区、 去学校为群众免费服务。

这个承诺从许下至今， 他坚守了三十余年。
太多太多的学雷锋故事， 串出了一部践行雷锋精

神的电影， 或是微小暖心助人画面， 或是惊心动魄的
救人场景。

1993年12月8日下午2点多钟， 宋薛宣外出修锁 ，
路过黄村西里社区 ， 有人在喊救火 ， 也有人说快报
“119”。 原来是一户居民阳台起火， 他想都没想， 急忙
跑上去一脚踢开门， 冲进屋子里灭火， 等消防队赶来
时火已经扑灭了， 消防队员现场检查后说还有一个煤
气罐， 如果当时不及时扑救， 后果不堪设想。

1998年， 宋薛宣妻子因病住院， 昂贵的医药费令
人发愁。 一天晚上7点多钟， 陪床的宋薛宣从CT室门
前路过，有三个人拉着一个刚出车祸的病人，他们既没
有带钱， 又没有带身份证， 急得发愁， 宋薛宣二话没
说立刻拿出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 帮助患者尽快入院
治疗。 “钱没了， 妻子没有埋怨我， 理解万岁， 我学
雷锋做好事她都全力支持， 让我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2000年12月的一个晚上， 观音寺物业传呼宋薛宣，
又是一起火灾！ 居民家中还有一位老人被困， 十万火
急。 宋薛宣迅速赶到现场把门打开， 屋里乌烟瘴气，
什么也看不见。 只听到屋里有哼哼的声音， 宋薛宣一
心想去救人， 冲进几次都被呛了回来。 时间不等人，

时间就是生命， 无奈之下， 宋薛宣只好匍匐进屋， 摸
到床头， 抱起老人就走。 抢救及时， 老人得救了！ 事
后有人半开玩笑对宋薛宣说： “老宋， 你几次冲进火
海， 就不怕把你的小命搭进去！” “说实话， 我开修锁
三十多年来， 在关键时刻救过百十人， 我当时真没有
多想、 也来不及想这些，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曾经是
一名军人。 部队告诉我， 时间和火就是命令！”

就是那一年， 宋薛宣被评为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奖”， 市政府奖励他2000元。 而宋薛宣把它全部捐给
孤寡老人和残疾人。 当年5月份， 宋薛宣被邀请参加大
兴扶残助残座谈会。 座谈会上， 仁和医院眼科主任王
若川说北藏村有一名失明六年的老人叫赵广东， 通过
治疗可以复明， 由于他家庭贫寒， 拿不起治疗费， 宁
肯一辈子拿着拐杖走路， 他都不去医院接受治疗。 当
时宋薛宣特别激动， 当即站起来承诺， “赵广东所有
的手术费由我来承担！ “

2001年至今， 每年宋薛宣都有21天在大兴考试中
心义务值班， 有人会问他， “你一个锁匠在考试中心
有什么用？” “我在那里就是为了防止到时间打不开试
卷保密柜， 而耽误考生的宝贵时间。 我就好比运动会
上的急救大夫， 车队的修理工。”

……数不清的舍己为人， 无数次的紧急救助， 宋

薛宣说， 他都储存在了心底， 只为勉励自己不忘初心，
坚守承诺。

众人拾柴火焰高
志愿服务遍布大兴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宋薛宣认识
到， 一个人学雷锋， 力量是有限的， 只有发动更多的
人学雷锋， 才能真正把雷锋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点醒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雷锋的好战友乔安山。
上世纪90年代初， 乔安山听闻宋薛宣学雷锋做好事回
报社会， 专门去看望了他。 当时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帮别人打扫一个操场， 需要多久？ 宋薛宣回答： 一
个小时。 乔安山继续问他： 如果有更多的人帮你一起
打扫呢？ 宋薛宣豁然开朗， 知道弘扬雷锋精神， 播种
公益火种更加重要。

1987年7月20日， 在大兴各级党政部门的关心支持
鼓励下， 宋薛宣和二舅薛国栋、 二弟宋薛峰还有几个
个体户， 组建了大兴个体户学雷锋义务服务队。 这支
队伍成立30多年来， 不管春夏秋冬都坚持为民义务服
务。 走进老干部局， 军退干休所， 大兴一中、 大兴五
小、 农村、 社区、 部队……服务队的脚步遍布大兴，

服务对象达百万人次。 这个小小的服务队从1987年的
六七个匠人参与活动， 到30年后的现在已成立为北京
市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 随着志愿服务需求的
不断拓展和延伸， 陆续有教授、 主任医师、 私企老板、
盲人按摩师等不同职业的人群进入志愿者队伍。 与此
同时， 协会志愿服务项目也逐渐增加， 除保留原先的
修锁配钥匙、修手表、理发、修车、电器维修之外， 还陆
续开展了环保、 健康、 教育咨询等志愿服务。

如今， 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已经发展为十
大志愿者联盟， 共同开展志愿服务。

协会又有更多的大中学生、 新闻工作者、 公安战
士、 非遗文化使者加入其中， 每逢助残日 、 建军节、
教师节、 春节等这样的节假日， 他们就深入社区、 部
队、 敬老院、 学校、 农村提供志愿服务。

协会的志愿者们都知道， 宋薛宣设立了一个活动
中心， 为的是让大家伙有一个活动阵地， 更好地宣传
雷锋精神。 2004年， 宋薛宣将自己100多平方米的住房
腾出来， 设立了大兴学雷锋志愿者活动中心， 将雷锋
事迹和大兴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的事迹制成展板， 自
己担任讲解员， 至今已接待社会各界人士3万余人， 小
小的活动中心起到了弘扬雷锋精神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有人说他傻， 要是把房租出去一年能挣好几万， 放着
钱不挣， 弄这个活动中心， 但宋薛宣却不这么想， 在
他心中， 如果尽自己的力量能为群众多做一点好事实
事， 能让下一代和更多的人了解雷锋、 学习雷锋， 那
就是值得的。

雷锋精神家庭传承
一人带动“家族式”学雷锋

“我们来北京跟大哥学徒的时候， 看到他不图名
不图利、 甚至贴钱做好事， 开始也不理解。 一年年过
去， 我们被大哥的执着和奉献精神感动了， 也跟着他
开始学雷锋做好事了。” 宋薛宣的二弟宋薛峰说。

宋薛宣的二弟和四弟目前都是学雷锋服务协会的
骨干， 三弟自己也创办了学雷锋义务服务队。 曾跟随
他学习技艺的内侄回到山西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并组
建了当地的学雷锋服务队。

在宋薛宣的 “学雷锋义务服务队” 志愿者队伍中，
还有他的妻子、 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

还记得非典那年吗？ 非典肆虐京城， 大街上人少
了很多，但却经常能看到路边打公用电话的人，宋薛宣
在想，“这个时候我能做些什么？ 非典时候人都怕交叉
感染 ， 我可以为公用电话义务消毒 。 这个时候人
们都是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 而宋薛宣却要往大街
上跑 ， 去接触众人手摸嘴喊的公用电话 。 电话消
毒这件事必须得有人做！ 这个想法得到了全家人的理
解和支持， 宋薛宣便开始购买消毒液、 白大褂、 口罩
等消毒用具， 带着家人开上自家的两辆面包车， 从4月
24日至7月12日， 对黄村地区近300多部公用电话进行
义务消毒。 至少每天两次， 从未间断， 历时77天， 行
程8000多公里。 “我们这么做， 在当时看来确实有危
险， 也影响了我们的正常收入，部队教育我，‘家’中有
难、我们有责！”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 兴政东里17号楼
小区物业因故撤离， 造成小区内垃圾如山、 污水横流，
宋薛宣带领家人义务管理执勤146天， 承担起小区物业
职责，运垃圾、搞卫生，自掏腰包修电梯，为楼门加装无
障碍通道， 保障了居民的生活， 直至新的物业接手。

他经常对他的家人讲： 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帮助、
首先你要学会帮助别人。 吃亏奉献都是福。

如今， 年过花甲的宋薛宣依旧活跃在志愿一线，
带动更多人， 传承雷锋精神， 不忘初心。

为吃饱饭这个梦想走进军营的他， 恰巧赶上 “学雷锋” 热潮， 从此踏上了一条无怨无悔
的 “学雷锋” 之路。 退伍寻营生， 凭借修锁技术在北京大兴扎根， 为回报大兴人民对他的帮
助， 大兴成了他 “学雷锋” 的热土。 这一坚守就是40多年， 平凡中见证伟大， 他已经成为
大兴区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的 “志愿之星”， 是志愿服务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榜样人物。 他就
是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会长宋薛宣， 他个人曾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首都劳动奖
章” 等多项荣誉。 在他的带领下， 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荣获 “首都劳动奖状” “全国
百个学雷锋先进集体” 荣誉。

雷雷锋锋铁铁粉粉宋宋薛薛宣宣：：

门锁随身带， 走到哪儿安全知识讲到哪。

把自己家腾出来打造志愿之家。

传承雷锋精神志愿服务队规模越来越大。

志志愿愿服服务务4400年年初初心心如如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