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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間 專 家 認
為，從更大

層面上弘揚雷鋒精
神，需要政府積極
引導，需要民眾廣
泛參與，更需要加
強制度和機制保
障。從法律制度和
社會機制層面
手，讓助人者不但
能無後顧之憂，還
能享救助之樂、有
救助之技、成救助
之網，從而進一步

弘揚和發展助人為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道德要建立在制度保障的基礎上，沙灘

上形成的道德是難以為繼的。」北京理工大
學教授胡星斗指出，要建立良好的社會道
德，並不是在每年3月5日搬出「雷鋒精神」
就可以，治標還是治本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弘揚社會正氣需以法治為根本，讓不道德
不守法的人受到懲罰，讓有道德守法的人得
到獎勵，使其收益大於成本」。

政協常委呈提案促建制度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鄭惠強就

提交了《讓制度安排托起助人美德》提案。
他認為，簡單地對某些個人或者某個群體進
行道德譴責是沒有意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
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需要各級政府積
極引導，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更需要加
強制度和機制保障。
鄭惠強透露，他有個朋友，10多年前因

挺身握住了壞人的刀子，直到今天手上的
刀疤依然清晰可見。「朋友說，後來的醫
藥費大部分都是自己承受的，他流了這麼
多的血，事後卻得不到關心。」鄭惠強認
為，如果做好事的人成為了被人遺忘的
「孤單英雄」，這會讓好人心寒，讓準備伸
出援手的人更加猶豫，因為看起來好人的
收場似乎並不好。
這位曾在學生時代熱烈追捧雷鋒的委員

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學雷鋒做好事是一件
再自然不過的事，但現在的年輕人接受的東

西多，價值觀呈多元化，做好事前會考慮得
比較多，助人的風險就是其一。為此，他建
議從法律制度和社會機制層面 手，讓助人
者不但能無後顧之憂，還能享救助之樂、有
救助之技、成救助之網，進一步弘揚和發展
「助人為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首先，應完善立法和司法體系，讓助人者
無後顧之憂。加強對見義勇為和助人為樂行
為的立法保護。借鑒美歐及新加坡等國的相
關法律，制定《助人行為保護條例》，加大
對見義勇為和助人為樂者的保護力度。

倡制定「好心人免責條款」
一方面，加強對助人者的保護力度，制定

「好心人免責條款」等，使助人者不會因為
緊急情況下施救而成為被告甚至承擔法律責
任，必要時由政府承擔助人者見義勇為、助
人為樂而帶來的無法預知的後果；另一方
面，加大對被助者誣陷助人者行為的懲處力
度。確認發生誣陷行為的，一律記入個人誠
信記錄。
其次，應完善獎勵和宣傳制度，讓助人者

享助人之樂。鼓勵見義勇為行為。要加大政
府專項資金支持力度，鼓勵社會捐助和慈善
機構積極參與，進一步擴大見義勇為基金規
模，不斷提高物質獎勵標準；將見義勇為行
為與升學、就業、優先享受社會保障等相掛
；助人者因見義勇為行為而誤工、致殘、

致死或遭受其他重大損失時，政府部門和基
金應加大對助人者及其直系親屬的資助力
度；助人者因見義勇為遭遇法律糾紛時，由
政府指定的部門提供無償法律援助或幫助聘
請律師。
第三，要完善教育和培訓體系，讓助人

者有救助之技。積極普及救助常識和重要
技能。將救助常識和重要技能納入教育體
系，作為中小學、職業學校、普通高校等
各類學校的必修課程之一，通過課堂授
課、救助演習、見習實訓等形式提高救助
能力；將普及救助常識和重要技能列為重
要的公共服務之一，加強面向大眾的培訓
和宣傳；將救助常識和重要技能納入公益
廣告宣傳序列，倡導新聞媒體開展廣泛的
宣傳活動。

隨 時代變遷和市場經濟的深入，「雷鋒精神」正遭遇社會的挑戰，人們不

僅對「神話了的雷鋒精神」感到懷疑，而做了好事被誤解，甚至反被誣陷的例

子在中國各地也時有發生。從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許雲鶴案」、佛山的

「小悅悅」慘劇，再到如今多如牛毛的「碰瓷」事件，社會道德的嚴重滑坡使

國人處在一種頗為尷尬的狀態中。一方面，人際關係淡漠，使得真心需要得到

幫助的人得不到幫助；另一方面，以彭宇案為代表的種種「好人沒好報」事

件，又讓越來越多的人感慨好人難做、助人有風險，令有良知、有心做好事的

民眾，害怕陷入「流血又流淚」的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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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年3月5日，圍繞毛澤東同志等

老一輩革命家向雷鋒同志學習的

題詞，在全社會集中組織開展學

雷鋒實踐活動。

2、每年3月，舉辦中國公民道德論

壇，研討公民道德建設的形勢和

任務，展示公民道德建設的進展

和成效，推進公民道德建設不斷

發展。

3、發揮青少年學雷鋒的骨幹作用，

廣泛開展各類學雷鋒主題實踐活

動。

4、廣泛開展社會志願服務，推動建

立參與廣泛、形式多樣、活動經

常、機制健全的社會志願服務體

系。

5、重點加強遼寧省撫順市雷鋒紀念

館、湖南省長沙市雷鋒紀念館、

瀋陽軍區雷鋒紀念館建設，豐富

展陳內容，綜合運用科技、藝術

等多種手段，使展陳形式更加富

於時代氣息，更好地發揮紀念館

的教育功能和輻射影響。

6、成立雷鋒精神研究的學術性社會

組織。結合時代要求和群眾關

切，開展對雷鋒精神的研究，不

斷作出時代闡釋、賦予時代內

涵。

7、企業要結合自身改革發展和生

產經營，廣泛開展「崗位學雷

鋒、爭做好員工」活動，把雷

鋒精神轉化為企業精神和企業

文化。

8、加強對學雷鋒活動的新聞宣傳。

舉辦學雷鋒網上系列活動，在中

央重點新聞網站以及商業網站開

設學雷鋒活動專欄和微博，運用

網站舉辦雷鋒精神網上談，與網

民進行互動交流。製作反映雷鋒

精神的手機短片，編創弘揚雷鋒

精神的手機短信。

9、運用文藝形式傳揚雷鋒精神。組

織創作一批弘揚雷鋒精神的歌

曲、影視劇和文學作品。向基層

單位贈送有關雷鋒故事和雷鋒精

神的優秀圖書、影視劇，使雷鋒

精神進學校、進企業、進社區、

進村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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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鋒逝世50年的今天，中國官方在
3月「學雷鋒月」到來之際掀起高調紀
念活動，並要求各地「學雷鋒活動」常
態化，規格和影響於近十年內可謂空
前，引發海內外廣泛關注。
對此，北京專家指出，時代急需要鮮

活的人物榜樣來拯救世風日下的風氣。
儘管歷經歲月變遷，雷鋒精神仍然在廣
大國人心中有 巨大的影響力和感染
力，能夠喚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和情
感的共鳴。官方高調弘揚雷鋒精神，崇
尚社會美德，重申公信道義，不僅順應
了公眾對社會文明、和諧良善之呼喚與
追尋，同時也有助於形成具有中國特色
的、獲得國民普遍認同的價值取向，凝

聚起全社會的力量，促進社會和諧與國
家建設，這也是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提
出建設文化強國、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體系建設的應有之義。

凝聚道德共識 夯實執政根基
在社會陷入失德焦慮之時，已經逝世

半個世紀的雷鋒再一次得到了最高禮
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倫理學教授李
萍認為，執政黨在雷鋒犧牲50周年之際
提出推動學習雷鋒活動常態化，不僅是
對社會道德滑坡的一種回應，或許也是
出於凝聚民間道德共識夯實執政根基的
考慮。李萍說，中國民間各種思潮不斷
碰撞交鋒，而與傳統儒家思想提倡的

「仁者愛人」一脈相承的雷鋒精神，是
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也對本

報指出，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二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雷鋒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
「助人為樂」，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最珍視
的傳統美德，是永不過時的，歷久彌新
的。他認為，中央當前再推「學雷鋒」
高潮，並部署多項活動力求「學雷鋒」
活動常態化，告別過去運動式學雷鋒的
模式，避免形式主義和走過場，有助於
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獲得國民普遍認
同的價值取向，凝聚起全社會的力量，
促進社會和諧與國家建設，這也是中共
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推
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應有之
義。

精神長存「活雷鋒」層出不窮

中宣部：九大常態化項目弘揚雷鋒精神

「
」

官方倡學雷鋒常態化

上世紀60年代起閃閃發光的「雷鋒精
神」，以其特有的利他素質和真善情懷，影
響了一代又一代人。今天，雷鋒作為一個
道德偶像或許在遠去，但作為一種精神代
名詞依然長存。樂善好施、助人為樂、扶
危救困、見義勇為等為特徵的雷鋒精神，
包含「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中華傳統美
德，現實生活裡也不乏這種精神的存在。
天津白芳禮老人，74歲時開始辛苦地蹬

三輪，賺取微薄的報酬，捐給貧困學生。
20年間他前後捐了35萬元，資助了300多個
孩子，在他93歲的時候依然將最後的500元
捐獻給學校；「小悅悅事件」中，拾荒的
陳賢妹伸出援助之手，對於此前18個路人
的冷漠，她說不怕被訛詐，「只要能幫到
人，我都會去幫，救人最重要」；「最美
媽媽」吳菊萍，一剎那間，挺身接住墜樓
女童；「最美女孩」刁娜，為救受傷女孩
而被汽車撞斷了腿；還有鞍鋼集團齊大山

鐵礦工人郭明義，用自己微薄的工資資助
180個家庭，用6萬毫升鮮血挽救75個生
命。

到處都有「雷鋒」身影
除了這些有名有姓的「活雷鋒」，還有更

多的是那些「做了好事不留名」、「該出手
時就出手」的無名氏。在「5．12」汶川大
地震後，數以千萬的民眾競相捐款、獻
血，還有不少人從天南海北自發趕去災
區，穿 各式服裝，操 各種口音。用奉
獻、愛心、堅毅與執 書寫 大愛，他們
的行動與善舉，未經擺拍，也沒有導演，
而是來自於內心共有的良知與善意；在北
京奧運會，在上海世博會，在廣州亞運
會，在青海玉樹地震災區，在甘肅舟曲泥
石流的救援現場⋯⋯到處都有「雷鋒」的
身影，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詮釋了雷鋒精神
新的時代內涵。

■瀋陽「學雷鋒小義工」向廣大乘客進行文明行為宣傳。新華社 ■南京一群網友戴 面具，手持橫幅呼籲人們要有愛心。

■以吳菊萍勇救妞妞感人事跡雕

塑的「最美媽媽」塑像，去年10

月1日在杭州落成揭幕。

■專家倡應完善立法和司法

體系，讓助人者無後顧之

憂。圖為雷鋒生前在部隊運

輸連擔任班長。 新華社

讓好人得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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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民

盟中央副主席鄭惠強

提交了《讓制度安排托

起助人美德》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