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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观学生展示雷锋藏品。

整理雷锋老照片。到“雷锋班”参观。

雷锋讲堂里讲述雷锋故事。

雷锋精神宣讲进军营。

“雷锋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从娃娃抓起，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世代代弘扬下去”。在
汶上县汶上街道就有这样一位多年来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的共产党员、退
休干部——张茂路。他坚持学习雷锋、宣传雷锋，他是这样讲的，更是这
样做的。

用心追寻雷锋脚步。雷锋的事迹在全国传播开来后，张茂路就追寻
雷锋的脚步，听雷锋故事，读雷锋日记，踏着他的足迹入伍、生活、工作。

从20世纪60年代起，张茂路开始收藏毛泽东等伟人的资料、雷锋等
英模人物的史料和党史党建资料，退休后更是专心致力于红色收藏事
业。他数十年如一日，收集了很多历史资料和红色藏品。为了收集，他无
数次奔波在各地的新华书店、文化市场和街坊书摊，甚至还去其他收藏家
手里去淘宝，在全国20多个省市都留下了足迹。为了收藏，他戒掉了烟
酒，拿出每月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购买红色文化艺术品。每次出差，他带回
的也都是红色文化艺术品，没有给家人买过一次纪念品。他没有计算过
为了收藏花了多少钱，但是堆成小山的车票就达6万余元。张茂路一直
坚持了50余年，迄今为止收集的像章、宣传画、党史党建资料、雷锋等英
模人物的事迹资料已达10万余件，其中仅有关雷锋的藏品就达1.3万余
件。2008年4月，张茂路被中国收藏家协会授予“全国红色收藏之星”荣
誉称号。

用情弘扬雷锋精神。“别人说，雷锋是三月来四月走，我说不行，我要
给雷锋‘落户口’，留在汶上永不走。”2003年退居二线后的张茂路认为自
己学雷锋做雷锋是小爱，引导更多的人了解雷锋、自觉把雷锋精神内化于
心才是社会大爱。于是，时年51岁的张茂路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雷锋宣
讲工作中，成为一名雷锋精神的讲述者和践行者。

2004年初，张茂路在自己家办起了汶上县第一个家庭雷锋精神展

馆，公开对社会开放。2010年，他帮助汶上县第一中学办起了“雷锋精神
永恒”展馆，展出雷锋图片300余幅，前来参观学习的中小学校师生达3万
余人。2012年，张茂路又在西门社区建起了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展馆，并
专门设立了“雷锋墙”，展示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雷锋宣传画、雷锋照
片、雷锋图书等珍贵史料。2019年至2020年完成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展
馆升级改造，建立起了汶上雷锋展馆、雷锋讲堂、七问大课堂等多个学雷
锋志愿服务阵地。2021年2月张茂路主讲的《听，雷锋故事》系列教学短
片在“学习强国”国家平台上播出，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认可，引起了
社会巨大反响。党员、干部、军人、老师、学生……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
聆听张茂路讲述的雷锋故事。据不完全统计，张茂路已做雷锋事迹专场
报告1000余次，听报告人数达到近70万人次，让更多的群众自觉地学雷
锋、做雷锋。

用力争做雷锋传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爱他人，做事的最高境界是
为人民。”在张茂路年复一年的努力下，雷锋精神在汶上开始生根发芽，越
来越多的汶上人，加入到张茂路“学习雷锋、做雷锋”的行列当中来。爱心
联盟、佛都志愿者协会、书香讲堂、拥军拥属协会、无偿献血协会、汶城义
工等一大批现在耳熟能详的爱心公益组织在张茂路的帮助和推动下如雨
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没有张会长的号召就没有佛都志愿者的今天。”佛都志愿者协会会
长王素华这样说道。在2012年佛都志愿者协会成立之初，张茂路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吸引了一大批爱心人士，帮助协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截
至目前，协会吸纳社会各界会员1000余人，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共计600
多次，救助困难学生、老人共计2万余人次，累计捐赠物资价值超过200万
元。这仅是张茂路践行雷锋精神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他还是汶上县无
偿献血分会的首任名誉会长、拥军拥属协会的第一任会长、爱心联盟和

“书香大讲堂”的发起者。他崇德修身，关爱他人，扶危济困，仅个人累计
向社会捐款就达15万余元，以身作则弘扬了人间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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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雷锋”叔叔整理红领巾。

受欢迎的张茂路。

直播讲解雷锋精神。

参与志愿服务。

汶上县雷锋展馆里参观者络绎不绝。

学雷锋永不止步。遇见雷锋——张茂路雷锋史料藏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