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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雷锋精神彰显社会正能量 
胡  凰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

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雷锋精

神自从其提出及明确以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雷锋精

神寄托着人民群众对崇高精神境界的向往，对社会美好正能量的追求，

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期盼。新时代社会需要雷锋精神，人民群众呼唤雷锋

精神。通过雷锋精神的传播，来净化灵魂，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来端

正言行，养成文明的行为规范；来展示风貌，引领良好的道德风尚。让

雷锋精神成为社会的发展之魂、以雷锋精神彰显社会正能量。 

1、雷锋精神是永不过时的，要增强自觉性。雷锋精神始终是我们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雷锋光辉的名字和崇高的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

终焕发着光彩。要使雷锋精神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要正确

认识弘扬雷锋精神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诚信理念与雷锋精

神一脉相承，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大力提倡雷锋精神，改善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际关系氛围，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规范形成，共建市场经济发展所

需的公平正义的正能量。要正确认识弘扬雷锋精神与实现全面小康的关

系。摒弃认为在基本实现小康的今天，大家都富裕了、有条件享受了，雷

锋精神过于“苛刻”、不合时宜的错误认识，要看到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

是较低水平的、不够全面的小康，还需长期艰苦奋斗、砥砺奋进。 

2、雷锋精神是与时俱进的，要体现时代性。雷锋精神能引领时代、

超越时代，要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来把握，更加深邃的思想来谋划，将雷

锋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融入新潮流、担当新使命。要赋予雷锋精

神新的时代内涵。各地要广泛组织开展雷锋精神研究、撰写理论文章、

举办“学雷锋讲坛”和“雷锋精神论坛”、编辑出版雷锋精神研究刊物、

召开雷锋精神研讨会等活动。通过一系列“头脑风暴”和“思维碰撞”，

探索新内涵、阐释新特质，实现雷锋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要体现

雷锋精神新的时代价值。雷锋精神是无价的，要弘扬优良传统、体现时

代特色、释放文明光彩。通过将雷锋精神、雷锋文化与城市精神、城市

文化的有效融合，深度挖掘精神内核、着力彰显价值魅力，唤醒道德的

自觉与尊严，焕发工作的激情与活力。要注入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动力。

要结合发展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索学雷锋活动新思路、

新举措，搭建学雷锋活动新载体、新平台。将雷锋精神融入全面小康社

会建设、融入社会管理创新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生动实践中来。 

3、雷锋精神是广泛普适的，要突出大众性。雷锋的感人事迹贵在

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处见精神。雷锋不是可望不可及，而是人人都

可为。要始终坚持“三个贴近”，推动雷锋精神的“生活化”。贴近实际、

立足全局学雷锋，贴近生活、立足社区学雷锋，贴近群众、立足岗位学

雷锋。雷锋不仅可亲可敬，而且可仿可学。雷锋就在我们身边，雷锋就

是我们自己。要广泛宣传推介发动，推动雷锋精神“全民化”。通过宣

传发动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融入进去，使雷锋精神传遍千家万户，覆

盖各个层面，做到人人知雷锋，人人学雷锋，人人当雷锋，让雷锋精神

流入城市血脉，浸入城市骨髓。要切实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学雷锋“特

色化”。针对不同层面、不同行业的特点，提出不同的目标任务和工作

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和实践途径，增强弘扬雷锋精神的正能量和

实效性。 

4、雷锋精神是内涵丰富的，要讲究鲜活性。雷锋的精神内涵丰富。

在打造好现有载体的同时，精心设计更多有效载体。要针对不同群体对

象设计载体组织开展活动。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中，要根据不同人群的职

业特点、道德水准、文化程度提出不同的要求，可用一些人性化的方式、

好接受的形式，设计一些大众化的载体。要针对不同行业特点设计载体组

织开展活动。要发挥社区基础性阵地、学校主导性阵地、行业特色性阵地

的作用，做到分层次、多形式开展活动。要针对不同行业性质，在党政机

关、驻长部队、窗口单位等精心打造学雷锋载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学雷锋

活动。要针对不同时间节点设计载体组织开展活动。抢抓学雷锋周等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富有成效的学雷锋活动。适时开展全国性的雷锋精神宣讲

表彰、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经验交流和雷锋精神时代化研讨等活动。 

5、雷锋精神是永放光芒的，要确保长效性。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要内化于心，外见于行，形成思想上的认同、心灵上的契合、感情上的

交融，最终转化为实践中的行动。要建立明确的工作责任机制。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部门责任。整合力量和资源，完善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

健全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强化考核评价，实

现落地生根、常态坚持。要建立完善的表彰激励机制。坚持典型引路，

抓好典型示范带动。对开展得好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先进评选表彰。对

于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等学雷锋先进个人，探索更加常规化、人性化

的手段进行帮扶鼓励。要建立健全的群众参与机制。通过搭建各类平台、

利用互联网络、创新方法手段，让雷锋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得到广

泛认同；通过积极开展省市、军地、校地学雷锋共建活动，推进共建共

创，增强共建实效；探索引导市民积极学习雷锋、争当雷锋新方式、新

途径，夯实学雷锋活动群众基础，以雷锋精神弘扬精神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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