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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4 岁的张晓是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
行普通员工。入职以来，她就像一颗“螺丝
钉”，始终坚守在支付结算的岗位上，甘于奉
献，默默耕耘。她用 9 年的辛勤耕耘和付出，
深入践行雷锋精神，诠释初心和使命，书写自
己的人生芳华。

张晓善于发现、勇于创新，深入学习研究，
精准把握各级经济工作精神。工作中，张晓在全
省率先开展支付服务适老化标准化建设工作，通
过设计调查问卷、召开启动会议、印发工作方
案、搭建互学互鉴平台等方式，推动支付服务适
老化标准化建设工作落地落实，在我市助力建成
25 个金融服务适老化示范网点，447 个标准网
点，辖区开通助老“绿色通道”的银行网点占比
达99%，基础助老设施配备率为100%，有效提升
了辖区老年人支付便利化水平。适老化标准化建
设工作获得省分行领导多次高度认可，张晓的工
作做法在省分行作经验交流，为辽宁省支付服务
适老化标准化工作开展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宝
贵经验。相关工作成效在总行网站、《金融时报》
客户端报道。

张晓坚持服务大局、真抓实干，在推动优化
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工作上持续发力。她主
动查询、精准对接，搭建协同联动沟通渠道，确
保相关工作落实到位；与银行机构建立“日报
告”机制，每日动态掌握重点商户进展情况；主
动对接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等重点文旅场景商
户，努力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按期高质
量超额完成任务，为提升营口市重点文旅场所的

支付便利化水平做出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团委青训营志

愿服务小组组长，张晓积极引导青年职工在志
愿服务中锻炼自我、塑造品格、服务社会。她
与志愿者一同走进盖州市万福镇芹菜沟村委会
开展金融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村民尤其是老年
人风险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受到广大村民的
一致好评。

张晓深知，今天的成绩不是终点，而是催人
奋进的新起点。她说：“我要用青春的脚步丈量奋
斗足迹，用年轻肩膀扛起千斤重担，用青春力量
践行雷锋精神，带领更多年轻人立足‘小岗位’，
实现‘大梦想’，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
璨的光芒。”

万林林是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自1998
年参加工作以来，她自觉把发扬雷锋精神作为人
生追求，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工作理念，勤
勤恳恳耕耘在特教岗位上，为残障孩子遮风挡
雨，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作为残障班班主任，万林林深知，每一个
残障孩子家里都有一部辛酸史，每一个残障孩
子的成长都有一段曲折路。她将“母爱”“友
爱”和“师爱”有机融合，有效做好智障学生
的教育工作。

浩然 （化名） 是一名插班生，刚到班级时，
他的出勤情况特别糟糕，多次和家长沟通，但收
效甚微。万林林努力寻找孩子不爱上学的原因，
通过观察她发现，孩子除了课程学不会之外，纪
律、卫生、劳动等其他方面都很优秀。针对孩子
特点，万林林做出规划，让孩子一点点爱上学
校，一点点取得进步。经过几年的努力，孩子的
表现越来越优秀，多次被评为校三好学生、优秀
干部等。

小丞 （化名） 同学患有二级肢体残疾，但是
他很懂事也很好学。由于父母离异，妈妈既要照
顾妹妹又要挣钱养家，忽略了对他的教育，识字
量少得可怜。入班后，万林林几乎每节课都会多
提问他，让他反复读，争取每节课都让他多认几
个字。看着孩子每天都在进步，万林林的心里充
满喜悦。毕业了，小丞对万林林说：“老师，我能
抱抱您吗？”他依偎在万林林怀里，并在她的耳边
轻轻叫了一声：“妈妈。”

为了让特教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学校开设了

一些特色课，万林林任教的剪纸课没有教材。她
一边上课一边专研，自行编写校本教材。同时不
断研究更适合残障孩子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学
习的程度因人施教，为每个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
内容，做到一人一策，一人一案，力求让每个孩
子通过努力，都能完成自己满意的作品。

万林林说：“对待特殊学生，我们要时刻关
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关
注他们的学习状态，关注他们的生活情况。我
们是老师、是保姆、是妈妈……只有真正理解
学生、真正的爱学生，才能与学生达到情感相
通、心理相融，才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
境中健康成长。”

关爱幼苗 润物无声 坚守一片丹心 践行雷锋精神

今年40多岁的冯冲，是营口市老边区营商环
境建设中心技术审查和现场勘查科科长。他始终
立足岗位学雷锋，将工作岗位作为施展才华的舞
台、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

作为在基层政务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冯冲
发现，很多群众因为对政务服务事项的申办条
件、申请材料等不熟悉，影响办理效率。他主动
找到单位领导，建议通过制作政务服务短视频，
更形象地向群众宣传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条件和
流程。在领导支持下，冯冲承担起老边区行政审
批局政务新媒体工作室负责人的新任务。他根据
局里部署，在抖音平台开设了“老边区行政审批
服务”抖音号，策划设立了“冲哥带你跑审批”

“冲哥百事通”和“冲哥直播室”三个专题。这些

政务服务视频，以办事人的视角，通过一个个生
动趣味的短视频，介绍政务服务办理全流程，帮
助企业、群众更直观了解办理事项的流程和相关
政策，将原来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看似复杂难
办的政务事项变得标准可视、简单易办，让群众
看得懂、政务活起来。

政务视频短小精悍，真情服务获得群众好
评。截至目前，冯冲所负责的政务新媒体工作室
共拍摄了 339 集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达 100 多万
次，并且还在持续更新中。

冯冲乐于助人，团结同事，总是积极营造和
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从无偿献血到捐献造血干细
胞，从报名捐献人体器官到参加救助孤儿的慈善
义举。近年来，冯冲参加了大量社会公益项目。
2020年，冯冲发起并成立了老边区营商环境建设
局青年文明号志愿者服务队，如今成员已扩展至
60多人。

2020年12月，老边区营商环境建设局青年文
明号志愿者服务队被团省委授予2019—2020年度

“辽宁省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2023年9月，老
边区营商环境建设局青年文明号志愿者服务队被
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冯冲说：“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作为新时
代的行政服务工作者，我们要以雷锋为榜样，学
习他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学习他乐于助
人、团结协作的精神，学习他无私奉献、服务社
会的精神，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为城市发
展贡献力量。”

今年50出头的马刚是营口交通运输集团公共
汽车分公司一车队28路公交车驾驶员。多年来，
他在工作途经的 20 公里线路的 56 个公交车站点
上，写满了学雷锋的故事。

公交 28 路线东起公汽公司站、西至辽河渡
口站，横跨新兴大街、渤海大街、金牛山大街、
滨河大街，纵行穿越盼盼路、清华路、镜湖西路
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区域。

从事公交车驾驶员工作以来，马刚一直工作
在28路线上。他性格温和可亲，不仅对同事细致
贴心，对待乘客更是周到热情。在马刚看来，公
交车驾驶员工作是有价值的，他特别珍视这份工
作。马刚深知，他所在的企业具有公益属性，作
为驾驶员，提升服务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城
市的形象诠释。因此，他总能从不同时期不同任
务中寻找出规律，并对自己作出严格要求。由于

表现突出，马刚连续多年被评为企业十大标兵。
工作中，马刚主动向老职工学习车辆维护保

养知识和纯电动车的维修技术，每天总会提前到
岗，按照公交车辆“三检制”工作要求，对车辆
进行检查，确保车辆的轮胎、机油、防冻液等相
关设施、储备等无隐患；他还对驾驶舱操作台和
车辆轮毂、钢圈勤于清理、擦拭，确保以整洁的
形象和良好的工作状态投入运营服务中。

一天中午，车辆回场后，马刚按照要求检查
车厢内有无乘客遗留物品时，发现座位空隙处有
一个皮夹，内有身份证、银行卡和很多现金。他
立即将皮夹交给车队领导，并一同查找线索、寻
觅失主。当失主齐女士拿到失而复得的皮夹后，
当即拿出现金答谢，被马刚婉言谢绝。

去年夏天，马刚从公汽公司始发站发车、行
驶到进步里站点，从后视镜观察车况时发现，一
名老年女性乘客从远处跑来打算乘车，但是距离
足有10米之外。按照企业规定，不等候从后方跑
来的乘客并不违规。出于对乘客的关怀、对岗位
职责的尊重，他耐心地在站点等候。当老人跑来
上车后，气喘吁吁地说：“孩子，太谢谢你了！大
姨要去市医院送饭，多亏你等我了，要不我还得
等下一辆。”类似这样的小事，每天不知有多少，
但他从不嫌麻烦。

多年来，马刚坚守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他
所驾驶的车辆总是最干净、最整洁的。从事公交
工作10余年来，从未出现服务投诉。他说：“在
公交队伍里，我将用我的方式回报企业、回报社
会，让公交服务更具亲情、更有温度。”

让雷锋精神在岗位上闪光 留在56个站点上的雷锋故事

雷锋 我们的榜样
本报记者 仲属宁

把气象科普知识搬上“云端”、送进校园。营
口市气象观测站 （营口百年气象陈列馆） 不断创
新工作、服务模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作为践行雷锋精神的工作指南，将气象科
普工作与气象文化建设、防灾减灾服务深度融
合，积极打造“1+2+3+4”工作模式，实现了气
象科普与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双赢”。

2024年，陈列馆共开展线上线下科普活动20
余次，接待个人、团体参观者5200余人次。

为打破地域和场馆限制，陈列馆创新工作方
式，专门建设了数字展馆，通过公众号实现了陈

列馆线上游览。在世界气象日、全国科普日等重
要节日以及台风、暴雨等特殊天气变化时，陈列
馆通过新媒体直播的方式，将气象科普知识搬上
云端，实现了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的良性互
动，线上观看人数累计超过1330万人次，极大拓
展了科普的辐射面和影响力。此外，还参加中国
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世界气象日直播连线
活动，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天下
APP等平台，带市民线上云游陈列馆，实现了科
普知识的广泛传播。

围绕“百年气象”主题，营口市气象观测站
设计制作了折页、画册、书刊等科普产品 10 余
种，拍摄科普宣传片和科普视频近20个，并在抖
音、快手等平台发布。

陈列馆与营口市委党校开展双向教学，推动
气象科普“进机关”；与多个社区开展党建共建，
推动气象科普“进社区”。通过系列活动，推动气
象科普知识深入基层，惠及更多民众。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公众的气象科学
素养和防灾减灾意识，大力弘扬了气象文化和雷
锋精神。部门成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在气象
观测业务、气象科普传播、气象文化建设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绩。部门的精神风貌得到市领导的充
分认可和全国多地气象部门的高度评价，多人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党员先锋模
范等荣誉称号。

高铁站作为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客流量大，
人员成分复杂，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凸显。营口东
站就是这样一个窗口单位，执守在营口东站上的
营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巡逻一大队就是一支肩负
着特殊使命的“雷锋”集体。

四季轮回，巡逻一大队队员常年驻守在营口
东站，使命不变。工作中，他们严格落实巡逻防
控“四项机制”，点、线、面结合布警，强化武装
屯警、动中备勤，守护平安。他们常年坚守在营
口东站，以雷锋精神为指引，在平凡岗位上创造
不平凡业绩，用自己的坚守与付出，诠释新时代

的雷锋精神。
工作中，巡逻一大队队员立足岗位实际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进出站口、候
车室，对年老体弱和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进行帮
扶，向旅客群众开展安全宣传，解答旅客疑难问
题，以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新时代
的雷锋故事。2024 年，他们帮助有需要的群众
1500余人，收获锦旗2面。

服务期间，队员们随时为旅客解答疑问、提
供帮助，无论是丢失物品的焦急旅客，还是身体
不适的乘客，都能得到及时帮助和关怀。2024年
3月14日，队员们在营口东站广场执勤时接到群
众求助：一名群众称其妹妹正从沈阳返回营口的
路上，因刚做完手术，无法正常行走，询问巡逻
一大队能否帮助从高铁站借一把轮椅，并帮助其
到站台接站。警员们快速与高铁站沟通，帮群众
借到轮椅并帮他接到妹妹。

日常工作中，队员们经常遇到旅客遭遇的各
种各样的困难，如丢失身份证无法购票乘车、钱
包手机丢失身无分文等，民警们总是想尽办法帮
助解决。他们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丢失身份证
的旅客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对于身无分文的旅
客，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或帮助联系家人等。

队员们说，在新时代征程中，巡逻一大队将
继续以雷锋精神为指引，坚守岗位，忠诚履职，
让雷锋精神在营口东站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营口东站上的雷锋特警大队 传承气象文化 弘扬学雷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