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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画报能够在今天展现出来，幕
后的展品提供者、策展人是一位80后党员，他叫王博。

王博是朱雀社区党委委员、第七支部书记，也是一
位画报收藏爱好者。自大学时代起，王博用了近20年时
间，收藏了5000多本画报。他特别偏爱《解放军画报》
《人民画报》和《民族画报》，集齐了这三份刊物从上世
纪50年代创刊以来的所有期刊。而这120余幅有关雷
锋的画报，全部出自这些刊物。

说起自己的爱好，王博表示，起初是受到了父亲的
影响。“我父亲是一位军医，从小耳濡目染，就很崇拜军
人。2002年，我在洛阳上大学的时候，在古玩市场无意
间发现了一本《解放军画报》，内页的照片内容非常丰
富，这激发了我的收集兴趣。”

毕业后，王博来到宁波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宁波人。

随着创业经济收入的提高，他开始通过拍卖、逛各地古玩市
场、网购等方式，收集早些年的画报。这些精美的画报，为王
博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这些沉甸甸的官方新闻记录，也成
了王博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资料。他开始系统性地根据主题内
容，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和民生大事的脉络发展。

自去年年底起，他开始策划整理雷锋事迹等相关主
题的展览。在城北成人学校的支持下，“雷锋事迹长廊”
建成了。城北成人学校校长马任说道：“雷锋精神永远
不过时，我们想把雷锋事迹长廊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据了解，自3月1日起，已经有鄞州朝晖实验学校、
东南小学、宁波市第三幼儿园、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等
10余所学校来到城北成人学校的“雷锋事迹长廊”参观
学习。还有5家单位预约3月5日前来参观，学校占多数。

宁波有个“雷锋事迹长廊”
120余幅画报记录着雷锋精神的时代变迁

“虽然每年都会和孩
子们说雷锋的故事，但这
么详尽、全面的雷锋事迹
展览还是第一次看到。”3
月4日下午，“90后”老师董
吉波在参观完“雷锋事迹
长廊”后感慨地说。

近日，由 80 后党员王
博策展的“雷锋事迹长廊”
在鄞州区城北成人学校、
李惠利小学陆续展出。120
余幅充满年代感的画报藏
品，记录着雷锋精神的时
代变迁，吸引了全市校内
外的众多师生前来参观。
其实王博也是一位二年级
学生的家长，他希望通过
办展，让孩子们近距离触
摸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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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余幅画报记录雷锋精神

“看到画报上的这些照片，感觉特别亲切，勾起了我
年轻时候的回忆。1989年我当大队辅导员时，到了学雷
锋日，我就要出黑板报，黑板报上雷锋的画像就是照着这
照片画下来的。那时候，我们还要带学生去看雷锋电影，
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

在城北成人学校六楼的“雷锋事迹长廊”，鄞州朝晖
实验学校党委书记张春华在参观后十分感慨，说起二十
多年前学习雷锋的景象，仍旧激情高昂。

此次展览，有120余幅充满年代感的画报，回顾了雷
锋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包
含了雷锋在部队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人的照
片，这些图片令雷锋的形象更加真实而鲜活。

事迹展一开始，就是1961年《解放军画报》以《苦孩
子，好战士》第一次对雷锋事迹进行的摄影报道。这是全

国最早报道的雷锋事迹形象。从那开始，雷锋那阳光健康
的形象与他的感人事迹开始传遍中华大地。而1963年
《解放军画报》第四期的封面，是一张彩色的雷锋照片，这
也是雷锋形象第一次从黑白变成彩色。

除了雷锋的故事，长廊展览也体现出在新时期背景
下雷锋精神的延续，记录着雷锋精神在每个时代的变迁
发展。如上世纪60年代的欧阳海、王杰、刘英俊，上世纪
70年代的陈大兴，上世纪80年代的张华、朱柏儒，上世纪
90年代有苏宁、张予祥、李润虎、徐洪刚。新世纪后有了
孙茂芳、庄仕华、李素芝、郭明义等。58年来，从雷锋到当
代雷锋郭明义，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据了解，此次展览内容以时间为线，参观者可以清晰
地看到雷锋离开的58年间，人们学习雷锋精神的时代变
迁。

策展人是位80后党员

王博给参观学生讲解。通讯员供图

“我第一次做公益，是在小学一年级，和妈妈一
起去儿童福利院。”刘李雪妍说，当她把玩具、零食分
享给福利院小朋友时，孩子们脸上绽放的笑容一直
刻在她心底。“我是独生子女，去儿童福利院之前，不
知道这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同龄人，没有父母，或者
肢体有障碍，一个玩具、一个糖果，就能点亮他们的
世界。”刘李雪妍说，从此以后，定期去儿童福利院、
敬老院、红十字协会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年她
还把自己的图书、棉衣等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会
从自己的压岁钱中拿出一部分捐给贵州山区的小朋
友。

10多年下来，刘李雪妍的柜子里积攒了一摞摞
山区小朋友送来的贺卡、儿童福利院小伙伴的信件，
这些真挚的祝福，让她很感动，她说别人给予她的，
远远比自己付出的多。

“这点小事，自己可以做，为什么不去做呢？做了
公益，看到小朋友脸上的笑容，还有福利院爷爷奶奶
的教诲和关心，心理特别满足。”这是刘李雪妍十多
年坚持做公益的动力。

除此之外，家庭对刘李雪妍的影响也很大，她的
妈妈、太爷爷、太奶奶都是党员。在家庭环境的影响
下，刘李雪妍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从祖辈
那里了解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全家老小一起做公
益，是刘李雪妍家的日常活动。

去年秋季，刘李雪妍考进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
视学院，社团纳新，她第一时间报名加入青年志愿者
协会，“虽然没被选上，但只要有志愿活动，我都会参
加。”在班主任郭辰琳老师的印象中，刘李雪妍是一个
热心、活泼、勤奋的学生，谈到大学生活和未来的职业
规划，刘李雪妍想多参与大学的各类活动，提高自己
的专业能力，积累丰富的经验，以后能够在影视传媒
行业发挥自己的力量。“学校一直教育我们要懂得感
恩和回报社会，我也希望将来能尽自己所能带给更
多的人温暖，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刘李雪妍说。

“1000元不多，却是我挣的！”
打零工帮贫困家庭，宁财院这个女生已坚持十多年

3 月 5 日是学雷锋日，宁
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表
演专业大一学生刘李雪妍日
前赶在回校前，把一笔钱送到
安徽省马鞍山市珍珠园社区
的贫困家庭手中。

“1000 元不多，却是我挣
的！”言语中刘李雪妍透着自
豪。寒假中，刘李雪妍找了份
销售的工作，推销武汉一家酒
厂的白酒，她不到半个月推销
出好几箱，挣来 1000 元钱。送
给贫困家庭，也不是她突发奇
想，而是从小到大一直陪她做
公益的妈妈，帮忙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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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李雪妍的柜子里积攒了一摞摞山区小朋友送来的贺卡。

刘李雪妍给贫困家庭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