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读后感的题目(优秀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一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
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
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
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
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
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二

最近我看了许多二战将领的传记，其中我最爱看的一本就是
《朱可夫》。

朱可夫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他的出身清贫，只上了三年学，
家里就没了钱，于是他十岁时就去舅舅的.皮毛作坊工作挣钱。
他不怕吃苦，还用空闲时间抓紧读书，并参加了全市的中学
考试，获得了良好的成绩。一战爆发，他在自己的祖国-苏联
参了军，因为他的军事才华，他从普通士兵晋升到了元帅，
最终成为一代名将。他足智多谋。一九三九年，日军、在哈
勒欣河地区进行武装挑衅，远东形势岌岌可危。朱可夫把坦
克的消声器拆了，日军以为朱可夫在虚张声势，边放松了警



惕，他乘机发起进攻，以一万两千人打败了敌人三万八千人。
朱可夫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国家的利益放到首位。二战爆发
后，德国进攻苏联，朱可夫和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在是否放
弃基辅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朱可夫不怕被撤职，说出了自己
正确的判断。后来斯大林知道自己错了，也重视了朱可夫，
朱可夫便成了"救火队员"，哪里紧急就去哪里。从列宁格勒
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斯大林格勒到库尔斯
克，从库尔斯克到柏林，一路胜利。更重要的是，他是为保
卫自己的祖国而战，他发誓要把法西斯侵略者永远赶出苏联，
他做到了。

他成为了苏联最杰出的统帅。我很敬佩朱可夫。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三

假期里读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我竟坠入那个雨横风狂的
夜晚。

《雷雨》描写了一个大家庭的崩溃，四凤、周萍、周冲都死
了，鲁妈痴了、繁漪傻了。曹禺先生曾说：“《雷雨》的主
题不是以道德败坏和乱luan伦为主题的，也不是写因果报应，
《雷雨》写的是一种情绪，是情绪的发酵、情绪的汹涌推动
着，我诽谤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读罢《雷雨》我觉得剧中每个人都是人性的悲剧体现。《雷
雨》中的人物都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把自己那根命运的准
绳握在手里。可命运多舛，把那根准绳握得越紧，就被它勒
得越痛。“他们怎样盲目地争夺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
里打着昏迷的滚，尽心尽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
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赢马，
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泥沼里。”在《雷雨》中，宇宙像一
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逃脱不掉这黑暗的坑。
我想也正是这样的命运，铸就了剧中的人。



繁漪是剧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我想她也是曹禺笔下最具“雷
雨”性格的吧。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的思想和自
由意识具有超强的前瞻性，她轰轰烈烈地爱，她刻骨铭心地
恨，她独立又向往真诚的爱，她说：“我不后悔，我向来做
事没有后悔过。”她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对生活与爱
情的热烈渴望与执着追求，使她像天使般耀眼，可是当爱恼
羞成恨，倔强变成疯狂，她把对社会的不满变成强烈的报复，
以致最后把自己和周遭的人都推向了深渊，但《雷雨》中我
觉得繁漪也是最真切的，她是值得我怜悯甚至尊敬的。在那
个年代，我想像繁漪这样的女人不仅活在《雷雨》中，更是
真真实实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上，她们是否会像繁漪一
样反抗挣扎，我不知，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思想压迫下，女
人注定是悲剧，人注定是悲剧。

有人看完《雷雨》会感慨“命运弄人”，认为命运就是天意，
但我不太赞同，我认为雷雨的意义决不是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叫
“命运”的外在的主宰力量在制造人间悲剧，我想悲剧的源
头就是他们生存的本身。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四

《爱的教育》这本书是一部传播世界各地的名著，它是以日
记的方式来写的，虽然每篇的篇幅不长，但都有一个感人的
小故事。“爱”是多麼闪亮，多麼令人宠爱的字。人们追求
爱，也希望能拥有爱，爱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
我们要完全拥有它，必需去空虚它，让我们携手，共创出人
世最美妙的爱。这本书里也正是想表达这一点。

读《爱的教育》，我走进了安利柯的生活，目击了怎样学习，
生活，怎样去爱。我觉得安利柯是个孝敬的孩子，也是个仁
慈的孩子。他天真、生动、好动，我发如今他生活的四周有
许多关心他的好冤家，时常鼓舞他，抚慰他，所以他才可以
顺利生长。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卖炭者与绅士》这一节写了一
个父亲对他儿子诺皮斯的爱。诺皮斯骂培谛的父亲是个“叫
花子”，诺皮斯的`父亲晓得后，非要诺皮斯向培谛和他父亲
抱歉，虽然培谛的父亲一再回绝，可诺皮斯的父亲还是坚持
要让诺皮斯抱歉。从这里可以晓得，诺皮斯的父亲是一个多
麼耿直的人啊，他用他的爱来陶冶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也
变成一个关怀他人、不取笑别人的人。

我看完这本书领会到同窗之间的关爱和照顾，我也从中晓得
教师对同窗的关爱和教诲。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教师们，他们
对我很好，就像安利柯的班导师一样慈祥、温顺、用心的在
教诲我们，关怀我们！读这些故事真是让本人收获颇丰，我
想我们也应该以身作则，在学校、家庭中学习这种关爱别人，
用本人的爱来陶冶他人，让爱在人们心中永驻。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五

学习了《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后，我的心中一直激荡着
一个声音——“落后就要吃亏”!这篇文章主要写了圆明园不
但建筑宏伟，还瑰丽多姿。有热闹的买卖街，也有山乡村野
的秀丽风光!而且圆明园中还收藏着无数的瑰宝。

可是，正因为圆明园中收藏着无数的瑰宝，所以，在1860
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入圆明园，他们把凡是能
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实在拿不动的就肆意毁坏。为了销毁罪
恶的证据，10月18日和19日，3000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内放
火，大火连烧了3天，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这座当时世
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殿堂就这样在几天之内化成了一片
灰烬。

读了这篇课文，我又在电脑上查找了圆明园的图片，当我看
到那横七竖八残留的石柱时，觉得它们仿佛在哭泣，在向我
诉说着当年英法联军毁灭它们的情形。想到那情景，我的心



中就不由得燃烧起满腔怒火。我想：圆明园的毁灭都是因为
清政府的腐化无能，才使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把它毁灭了。
所以，我们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要学
习文化知识，赶上并超过别人。我们要有抱负，不要不如别
人，这样才能振兴中华!

他，用百折不挠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延长生命坚强地活着;他，
克服疾病带来得重重困难，顽强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是谁，他就是感向命运挑战的霍金。

霍金，一个21岁就患上了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人。脚不
行了，手不行了，嘴也不行了，走路、吃饭、说话都由别人
或机器帮忙。正是这种逆境，霍金成了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
以他的成就征服了全世界，也以他顽强搏斗的精神震惊了所
有人。

不正是这样吗?逆境让霍金与咄咄逼人的病魔斗争，逆境让霍
金决心让生命留下一点辉煌，也是逆境，让霍金对科学执着。

又有多少这样的英雄，不是在逆境中奋勇拼搏的呢?

贝多芬在双耳基本失聪的情况下，写下了《英雄》《命运》
等振奋人心的音乐。也是逆境，让贝多芬在音乐史上起了继
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集古典派之达成，开浪漫派的先河，
就是逆境，让他获得“乐圣”的尊号。

一个个鲜明的例子，让我认识到了在逆境中更能使人成材，
更能使人认识到生命的意

义，让人懂得生命的价值。

在逆境中，人会更加热爱科学，使人创造出卓越的成就。



逆境，确实是培养人才的最佳环境。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有的人在键盘上弹奏出了春天的希望，
夏天的绿荫，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喜悦，有的人却弹奏出了
春天的寂寞，夏天的焦灼，秋天的哀愁，冬天的悲凉。琴音
如何，全取决于弹奏者对待生活的态度。

而海伦她虽然在生了一场重病之后，双目失明，双耳失聪，
正因为有了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海伦才对生活又充满了
信心。

1900年，海伦，一个生活在盲聋哑世界的人，竟然，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她一生写了14
部着作，被美国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时隔100多
年，当我们穿过悠长的时光隧道，回眸，凝视这位度过87年
无声的弱女子，我们不由的惊叹：生命是如此伟大。

这让我认识到：一个人能不能取得成就，不在于条件的`好坏，
而在于有没有奋斗的精神。平时，有些人总以条件差呀，困
难多呀，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

保尔，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的
象征，共产主义的无价之宝……时时刻刻都在于资产阶级作
斗争。

保尔一生十分贫苦，他小时只上了几年学，就没钱上学了，
只好帮别人洗家什。就这样，保尔来到了社会最低层。在这
里，一阵阵泥坑的潮起与腐烂的臭味正向这个寻求新鲜事物
的孩子扑来。在这里保尔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腐化和资产阶
级的鱼肉百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以后积极加入波兰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坚定了信心。

十五岁的保尔认识了波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水兵朱赫
来以及对他关心的冬妮娅和她的朋友。水兵朱赫来，让他认



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意义和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而冬妮娅
的朋友：维克多，苏哈里科，反映出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奢侈，
腐化。冬妮娅又展现了资产阶级的一生，显示了由无产阶级
变成资产阶级的过程。

加入了共青团的保尔意志坚强，他受伤多次，又多次重新归
队，掉队是他最害怕的事，他反对资产阶级，为了表明决心，
甚至与自己最爱的冬妮娅分了手。几年后，他加入波兰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他不幸全身瘫痪，但他不灰心，用新的武器
砸破了铁环，摆脱束缚。

而我不是这样，我一遇到困难就立刻退缩，比如：我学骑车，
我怎么也上不了板，差一点还跌了下来，我便立刻不骑了，
以后我要学习保尔遇到困难不退缩，勇敢前进，顽强拼搏。

保尔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勇敢顽强的精
神令我敬佩。

科学，是一个既新奇又深奥的的知识;科学是一个可以创造辉
煌的事物。

读完这本书，书中的科学知识非常吸引我的眼球，还有一些
科学小制作更是让人惊叹不已，最让我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发
现探索科学的精神。他们每个人对事物都能进行仔细地观察，
从而发现科学的奥秘。

科学在身边无处不在。三年级语文课文《果园机器人》一文，
讲述了果园机器人的特色。例如：它肚里的电池非常特殊，
只要吃下水果，就能不停的工作，大大减少了农夫为果园机
器人充电的力气，从而达到高效率工作。

一天，我在家门口看见一团黑黑的东西和一个绿绿的、长长
的东西，我手忙脚乱地跑回家里拿放大镜，我一看，傻了眼，
原来，一只毛毛虫在向一群蚂蚁打架呢!我想：蚂蚁这么小，



能斗赢它吗?过了一会儿，几只硕大的蚂蚁爬到了它的身上，
一口咬住了它，它尽管奋力挣扎，但还是被蚂蚁咬死了。因
为蚂蚁齐心协力，所以最终取得了胜利。蚂蚁怎么召唤同伴?
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仔细观察蚂蚁的全身。发现它头上有
一对小黑点，我想：这个是什么?我经过上网查看，才知道这
对小黑点是蚂蚁的触角，它可以用来传递信息，蚂蚁就是这
样传递信息的。

科学给予了我不少乐趣，从今以后，我要认真学习，仔细观
察自己身边的点点滴滴，积累自己的科学知识，创造自己的
科学制作。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六

读《百年孤独》的时候，我十九岁。

年纪不算小，，但还是有点幼稚，，因为李伟老师我接触了
这本书，也因为这本书而感受多多。

希望大家都能看下这本书。

以下就是我的感受。

读第一遍的时候，我被完全雷同的姓名，无数的倒叙、插叙
给弄晕了，根本不解其义;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把七代人进行
了排列，终于使书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读第三遍的时候，我连同
《百年孤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进行了了解，于
是，我被深深地震憾了，为作者，为书本，为拉丁美洲。

20年来，我在孤独中体会其中的孤独，并饱受折磨。

为了排遣孤独，我不断地向我的朋友推荐《百年孤独》，分
享孤独，理解孤独。



孤独是可怕的。

自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拉丁美
洲几乎都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下。

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拉丁
美洲百年的历程不断重复着怪圈，不是前进，而是徘徊。

在《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作者加西亚·马尔克
斯在接受专访时对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孤独就是不团结。

作者著书的目的是希望拉丁美洲的民众要团结起来，走向文
明，走向开放，走向繁荣。

孤独是自闭的。

《百年孤独》描述的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家族的一
部兴衰史，其脉络就是自闭到开放，开放到繁荣;再由开放到
自闭，自闭到毁灭。

马贡多文明的创始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与妻子乌苏拉
以非凡的胆识和开放的精神，开创了马贡多的繁荣。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曾向妻子抱怨说：“世界上正在发
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旁边，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
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
因为马贡多隐没在宽广的沼泽地中，与世隔绝。

他决心要开辟出一条道路，把马贡多与外界的伟大发明连接
起来。

可惜的是，他却被家人绑在一棵大树上，几十年后才在那棵
树上死去。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死了，连同马贡多的文明。



之后的几代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
之间，几乎如出一辙的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孤
独、苦闷、猜忌，导致了马贡多狭隘、落后、保守直至没落。

于是，书中结尾是：那个长猪尾巴的男孩，也就是布恩迪亚
家族的第七代继承人，他刚出生就被一群蚂蚁吃掉。

孤独是需要反省的。

读完书本，掩卷深思。

《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书的涵义无疑是深
远的：他是要通过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
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要
求读者思考造成马贡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
运摆弄的正确途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文章架构，还是内容选择;无论是
叙述方式;还是表现手法;无论是典故引用，还是故事编排，
无不采用其极，令人匪夷所思。

内容庞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离奇，再加上神话故事、宗
教典故、民间传说以及作家独创的从未来的角度来回忆过去
的新颖倒叙手法等等，可谓是眼花缭乱。

作者的匠心独运，文章的跌荡起伏，俨然是对读者最大挑衅。

在不可思议的奇迹中，在现实交错的生活中，在血淋淋的现
实中，在荒诞不经的传说中，使读者体会到最深刻的人性和
最令人震惊的情感，进而理解孤独的本义，理解《百年孤独》
的奇特。

孤独是需要摒弃的。



“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对照《百年孤独》的现实与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历史总是惊
人的相似。

由此，我们想起了晚清闭关锁国以至惨遭蹂躏的结局和新中
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而重新崛起的历程。

《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完成巨著后曾有一
个夙愿：希望一百年孤独的历史永远消失并再也不会出现。

但愿，作者的苦心和夙愿梦想成真。

《百年孤独》是我比较喜欢的外国小说之一，我在读这本书
的时候和读其它书都很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本书的特点
之一吧。

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就是全书几乎没有任何向上的积极气息，
有的只是孤独和颓废。

“不管走到哪，都要永远记住：过去是虚假的，往事时不能
返回的，每一个消逝的春天都一去不复返了。

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也只是过眼云烟”坦白地讲，这部30
万字的《百年孤独》，很好看，你会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眉
头紧锁，当时重复率最高的表情是“瞪大的双眼”因为据说
本书是公认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百年孤独》，却缺乏这种积极的精神，只有偶尔几个积极
的人物，比如活了115-120岁的乌苏娜，他一直活到十几
章(本书一共才20章)，那个时候他的曾曾孙子都出世。

了总的来说本书的基调还是黑色的，结尾那句话“遭受百年
孤独的家庭，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我的理解与



书中的简介不同，书前面的简介说这句话代表的是积极，黑
暗总会过去，光明即将来临。

我却觉得这句话是为这个悲剧魔幻的家族100年的孤独历史画
上句号。

并不预示着以后的家庭就不孤独，而孤独其实是挥之不去的，
谁也逃不掉的。

书中的人物都是孤独的，但每个人面对的方式有所不同。

奥雷连诺上校采取的方式是战争，永无休止的战争来排遣孤
独，但战争只让他更加寂寞。

梅梅用的是爱情，可惜他的爱情不被母亲允许，寂寞也就依
然如影相随。

看《百年孤独》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这个家族为什么是
孤独的。

我想来想去都貌似找不到答案，或许是因为代沟，或许是与
世隔绝，还是说作者根本就不想说原因，只是表达一种状态?
都像，又都貌似不对，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我，希望朋友们
看了之后大家讨论讨论。

这本书在我看来真的是很不错，其中反映出的人生常态和人
情世故，以及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作者都可以说是十分透彻
的，透彻的让人感到有一丝害怕的感觉，这就是书的杀伤了!

“若干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
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开篇这
样写道。



布恩地亚上校的记忆犹如一滴墨水坠落在宣纸上，无法停止
地渲染开来。

恰如《百年孤独》这个题目给人的感觉一样，开篇这段话，
马尔克斯将时间和空间拉长延展，给读者以脱离现实时间的
魔幻般的感受。

1965年马尔克斯开始创作《百年孤独》，1967年6月29日小说
发表。

1982年诺被尔文学奖授予马尔克斯。

家读后感的题目篇七

雷锋的故事读后感题目就是为大家整理的雷锋的故事读后感，
欢迎大家阅读!

雷锋在旧社会中饱受折磨，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然而党收
留了他，他认为党是自己的父母，然而他在1962年8月15日牺
牲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我读完了雷锋的故事，感慨万千，不免为雷锋感到一些不公
平，为什么让他这个人民心中的好榜样受这样的苦呢?可是既
然命运已经如此安排，也只能为此惋惜。

但是他那视人民为亲人，视党为父母的精神令我感动极了。

雷锋七岁就开始上山干活，都是吃了这顿没下顿，雷锋的处
境与我们相比实在差太多了。

我们丰衣足食，有时候还挑东捡西，为此我不禁感到万分惭
愧。

雷锋的“钉子精神”我十分佩服。



他在工作上已经十分忙碌了，却还有时间去读书，虽然只有
几分钟，他依然不放过这一丁点的时间，抓起书本来学习。

俗话说“滴水穿石”，雷锋挤出时间来读书，日积月累，学
到了很多知识。

而我呢?有时间先玩再说，玩够了才想到去学习。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是人们嘴里常念
的一句话，他那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看了这些故事使我深受启发，也加入了学习雷锋的行动。

一次我进铁门，“啪”的一声铁门重重地关上了，后面一个
手提着菜的阿姨只能按门铃了，我立马冲上前去为她开了门，
那阿姨还十分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谢谢，我回了一句不用谢。

这虽然是件小事，不过积善成德!总有一天我会积小善成大德。

自从看了雷锋的故事后，它一直感动着我。

雷锋是个充满爱心、乐于助人的人。

他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他的生活习惯，经常在工作、生活中体
现，他见到生活困难的人，就竭尽所能帮助他人。

雷锋做好事，对他来说很平常，他去外地执行任务，中途坐
火车他还一个劲地做好事，所以“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
了一火车”的佳话就这样在人群中传开了。

雷锋还是个工作认真，学习刻苦的人，他说：“我是一颗螺
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没错，雷锋说到
做到。

党把他分配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努力做自己的工作。



做完工作，他还会去帮助别人做。

当晚上别人休息时，他就努力学习。

工作之余，他又挤出时间来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

雷锋还很虚心接受别人提出来的意见，他也认真对待别人给
他的批评。

有一次，他开着推土机把一条小名铁道撞坏了，教雷锋开推
土机的李师傅把雷锋批评了一顿。

这可是雷锋第一次开车出事故，好是他第一次挨批评呀!但他
没有灰心丧气，接受了李师傅的批评教育，并利用休息时间
把铁道修好。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学习雷峰好榜
样》的歌曲，大家一定都听过。

世上有许多关于雷锋的故事，它都在告诉我们要学习雷锋。

雷锋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并不是去学他不顾生命抢救国家
财产，而是去学习他那舍己为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长大
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别再犹豫了，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学习雷锋好榜样，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吧!

这个寒假，我阅读了《雷锋的故事》这本书。

这本书一共有二十七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十六章，我给
大家介绍一下吧。

第十六章的名字叫‘甘当革命的“傻子”’，这一章主要讲
述了一九六?年八、九月间，团政治处连续收到两封表扬雷锋



的地方来信。

一封是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来的;另一封是中共辽阳市
委来的。

和平人民公社的信是感谢雷锋支援他们一百元钱的事，事情
原来是这样的：在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里，运输连驻地
附近的人名群众敲锣打鼓，放着鞭炮热烈庆祝市人民公社成
立，雷锋在街头上看到这种情形，他想：我作为一个人民战
士，自己能为刚刚建立的公社做点什么能?想着想着他拿出自
己省吃俭用一百元钱捐到了人民公社，说“：我在苦里生，
甜里长，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
人民。”

雷锋的一生正如他说的那句名言一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