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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 好 ， 我 叫 李 沂
桐，今天由我来向大家讲述
雷锋叔叔的故事……”在市
雷锋文化博物馆展厅内，

“小小雷锋宣讲员”李沂桐
声音洪亮，自信大方，从容
开口。

今年，在市雷锋文化博
物馆指导下，站前区青年小
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的 16
名同学经过专业培训，成为

“小小雷锋宣讲员”。他们走
进展厅，服务观众，用童声
讲述雷锋故事，用行动传递
志愿服务精神。

3 月 4 日，记者来到市
雷锋文化博物馆，当天共有
6名“小小雷锋宣讲员”为
前来参观的团队担任讲解
员。别看他们年龄小，但语
言清晰、声情并茂、滔滔不
绝，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
着明亮的光芒。

让我们听听这6名“小
小雷锋宣讲员”在成长过程
中发生的故事——

牢记1万多字
讲解词

“我觉得，讲解员就是
起引领作用，既可以帮助别
人，也可以锻炼自己。”说
到当“小小雷锋宣讲员”时
是否遇到过困难，迮琬婷
说：“其实，刚开始背讲解
词时我觉得很难，因为要背
1万多字，还因为之前我不
是很了解雷锋叔叔的故事。
尤其是遇到临时改词的地
方，我总是记不住，背好多
遍也不行，我自己都想放弃
了。每当我灰心气馁的时
候，妈妈总会陪伴在我身
边，还教我用联想记忆来记
住讲解词。”

“现在，每天开始讲解
前，我都会把讲解词读好几
遍，因为我要保证讲解时不
出 错 ， 现 在 我 记 得 可 牢
了。”迮琬婷翻着手里的讲
解词提示卡，恨不得当场给
记者演示一番。

讲解的过程
是一种享受

“去年 9 月，老师推荐
我来馆里参加训练，当时可
紧张了。现在，在学校里，
我不害怕发言了，不管会不
会、懂多少，我都能说出自
己的思路。”听了迮琬婷当

“小小雷锋宣讲员”的故
事，马上要给参观团队进行
讲解的蒋思怡插了几句。见
参观人群走近，她面带微笑
地说，“请大家跟紧我，我
们前往下一个区域……”讲
解时，蒋思怡五指并拢，姿
态挺拔，毫不怯场。

讲解结束后，记者问她
现在是否还会紧张，蒋思怡
害羞地说：“紧张，不紧张
是不可能的，甚至有时候还
会忘词。但是对我来说，讲
解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所以
我一直坚持着。后来，通过
更具体地了解众多展品的情
况，一看到它们，我就知道
自己要讲什么了。”

“你看，这些是我的讲解
词。我最喜欢雷锋叔叔的生
平这个部分，里面讲了他在
列车上做的好事，给医院病
人送好吃的，我也想像雷锋
叔叔那样做。”蒋思怡用手指
着讲解词上面的一段文字，
认真地给记者讲解起来。

深呼吸
多努力

相比于前面的“小小雷
锋宣讲员”，赵家一在整个
讲解过程中略显生涩，但他
放松自然的状态，引来不少
观众夸赞。

“ 刚 开 始 老 师 推 荐 我
时，我只是个替补讲解员。
妈妈鼓励我，让我要做就做
最好，所以，我在一周前就
已经是讲解员啦！”赵家一
脸兴奋地说。

当记者问他现在讲解时
会不会紧张时他说，前几
天，在给一个解放军叔叔团
队讲解时，自己特别紧张，

“因为要给解放军叔叔讲雷
锋的故事，他们知道的比我
多，所以我不能讲错。”

紧张的时候，有什么
“独门秘籍”吗？“有呀！”
赵家一开始演示自己缓解紧
张的“独门秘籍”——深呼
吸，“我就一直这样，然后
告诉自己要放松，不紧张。”

看着其他同学熟练讲解
的身影，赵家一羡慕却不服
输。他说：“我比他们训练
的少，所以，我要更加努力
练习，争取早日赶上他们。”

学雷锋
从小事做起

“弟弟妹妹们排好队，
跟我走。接下来，我们看到
的是雷锋叔叔的日记……”
记者看到李沂桐的时候，她
正在用清亮甜美的声音，为
幼儿园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讲
述雷锋叔叔的故事。

“我最喜欢的是 《雷锋
日记》那个部分的讲解。练
习的时候，我觉得雷锋叔叔
特别伟大，现在我还小，做
不到像雷锋叔叔那样，但是
我也要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
起，去践行雷锋精神。”李
沂桐边说边摘下扩音器，仔
仔细细将它收进盒子里。

怎么想到报名参加“小
小雷锋宣讲员”的？李沂桐
偷偷告诉记者：“原来，我
在大家面前说话的时候都害
怕，我很想锻炼自己。听说
我有报名参加的想法，妈妈
特别支持我，还每天都陪着
我练。”

孩子在雷锋身边
成长进步

说到让孩子来当“小小
雷锋宣讲员”，李沂桐的妈
妈对记者说，课余时间，孩
子喜欢看 《中国诗词大会》
这个节目，同时也很羡慕里
面的主持人。尤其是节目当
中还有一个少年团，其中就
有讲解员。那时她曾问我：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当讲
解员？”这不，机会来了。

“得知‘小小雷锋宣讲员’
报名的消息，我立刻给她报
名。通过海选、面试、培训
到最后，有一天，孩子告诉
我：‘妈妈！我真的成为讲
解员了！’那一刻，我们母
女俩抱在一起跳了起来。”

“为了能让孩子更加熟
练地背诵讲解词，我利用业
余时间带她来到展厅内，让
她边参观边背诵，这样，她
对讲解词的理解就更加深刻
了。”李沂桐的妈妈告诉记
者，“我特别支持她，因为

她在学校里得到的锻炼毕
竟有限。做了‘小小雷锋
宣讲员’之后，她的变化
特别大，以前内向、怯
场，现在，不管面对谁，
她都能把自己想表达的想
法说出来。另外，她还告
诉我一个小秘密。前两
天，在给解放军叔叔讲解
时，她自己临时加了一段
话：‘解放军叔叔，你们
保卫祖国的样子真帅！我
们要学习你们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长大也要做
对国家有用的人！’”

说到这儿，李沂桐的
妈妈满脸欣慰。她说，就
在女儿刚刚的讲解中，她
又发现了孩子的成长、进
步。“今天，她负责给前
来参观的沈阳雷锋精神传
承团讲解。因为团队中大
部分都是老年人，考虑到
老年人行动缓慢、理解速
度也比较慢，所以，在讲
解时，孩子讲解的节奏就
适当放慢了一些，并留出
足够时间让他们参观。”

记者发现，在李沂桐
讲解过程中，妈妈不断举
起手机拍摄。

“好兄弟”
同讲雷锋故事

刘轩铭和刘忱锡是同
校同班的“兄弟”，在等待
自己的讲解场次时总会凑
在一起。“我们两个可好
了，所以当讲解员，我们也
要一起来。”刘轩铭和自己
的“好兄弟”坐在一起，共
同接受记者采访。

“刚开始讲的时候，
是很少的一段，后来就开
始练习讲全程。我俩都觉
得这块儿特别难，因为面
对的人多，稿子也变长
了 ， 特 别 锻 炼 心 理 素
质。”刘忱锡心照不宣，
把自己和好朋友想说的话
都说了出来，刘轩铭在一
旁不住点头。

问到怎么解决遇到的

困难时，这次换成了刘轩
铭发言。

“一共 7 页稿子，我们
两个就一起背，每天背一
页，然后加上联想记忆，两
周时间，我们俩就全背下
来了。”刘轩铭说话的时
候，刘忱锡脸上流露出藏
不住的骄傲，好像在说：
看，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说到最喜欢的讲解内
容，“两兄弟”有不同的
看法。

刘轩铭最喜欢讲雷锋
在当兵期间参加了很多活
动，做了很多好事，帮助
了很多人；刘忱锡最喜欢
讲解关于雷锋文化那一部
分。在培训过程中，他们
了解到，很多人因为受到
雷锋的影响去帮助他人，
让他俩更坚定了帮助同
学、珍惜友谊的信念。

准备讲解的时候，两
人一起戴上扩音器，稳重
和自信展现在二人脸上。

“让他来做讲解员，
就是想让他锻炼和人交往
的能力，同时我们也发现
了他很多优势。”刘轩铭
的爸爸看着儿子的表现，
止不住地夸赞。他说，不
到半年时间，刘轩铭不再
怯场，敢和人交流，变得
更加活泼开朗，夫妻二人
对此十分欣慰。

刘忱锡的姥姥、姥爷
陪伴在外孙身边。对于外
孙能成为“小小雷锋宣讲
员”，姥爷用手轻拍外孙
的后背，用肢体语言表达
着自己的骄傲。“我特别
高兴，也鼓励他来，一是
他可以得到锻炼，二是他
去讲雷锋故事，可以让他
树立正确的三观，对他的
成长很有帮助。”

让雷锋精神
代代相传

讲解间隙，市雷锋文
化博物馆馆长段速敏告诉
记者，“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孩子都是就讲解词中
的一小部分或者一个单元
进行背诵。来馆参观的观
众群体不同，有幼儿园小
朋友、有学生、有老人，
还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等，所以，面对观众的时
候，他们刚开始比较胆
怯、不敢讲。现在，16名
同学最基础的讲解已经合
格了，进步也很大，越来
越自信。”

据站前区青年小学教
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
记、执行校长张好介绍，
2024年暑假，学校向全体
学生发出号召，招募市雷
锋文化博物馆“小小雷锋
宣讲员”。当时有 80 多名
同学参加海选。在市雷锋
文化博物馆的帮助下，经
过层层选拔与专业培训，
师婉芙、刘轩铭、刘忱
锡、李沂桐等 16 名同学
脱颖而出。学校很支持

“小小雷锋宣讲员”的后
期培训工作。为了能让同
学们更好地参加培训，学
校建立了微信群，并在
群 中 不 断 鼓 励 孩 子 们 。
学校还把学雷锋活动贯
穿到教育教学的方方面
面，常年开展“讲好雷
锋 故 事 传 承 雷 锋 精 神
争做时代少年”系列活
动；为全校各班、学科
组 配 发 《雷 锋 在 营 口》
一 书 ， 开 展 好 书 分 享 、
续写 《雷锋日记》、“雷
锋娃娃”文明实践等教
育，让雷锋精神在一代
又一代青少年身上薪火
相传，发扬光大。

采访结束时，一路陪
着“小小雷锋宣讲员”们
成长的市雷锋文化博物馆
馆长段速敏表示，“小小
雷锋宣讲员”不仅是对雷
锋精神的致敬，更是新时
代志愿服务精神的践行。
未来，这支年轻的队伍将
继续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
代雷锋故事，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
光芒。

雷锋身边
新芽初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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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与“小小雷锋宣讲员”进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