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
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
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
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
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念奴娇·追思
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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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
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
会议时强调 （2014 年 3 月 18 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日前，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全国

上映，不少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看

哭了，我很想念父亲。”焦守云动情地说。这

部电影是根据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口述

改编而成，从“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

人”三个维度，刻画了焦守云心中“我的父

亲焦裕禄”——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

“你们长大后，一定要做个好人，眼睛

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天上一颗星，

地上一个人地上一个人，，要始终做一个好人要始终做一个好人。。””这是影这是影

片当中片当中，，焦裕禄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时焦裕禄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时，，母母

亲在炕头上对他说的话亲在炕头上对他说的话。。焦裕禄将母亲的焦裕禄将母亲的

教诲揣到心中教诲揣到心中，，谨记力行谨记力行。。

““焦书记把心挂在胸膛外面焦书记把心挂在胸膛外面””，，在百姓在百姓

眼里眼里，，焦裕禄不是书记焦裕禄不是书记，，不是官不是官，，是他们的是他们的

贴心人、老朋友。当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提

起焦裕禄，仍称呼他“老焦”。

“我们从父亲身上学到‘做人讲感情，

做事讲担当’。因为讲感情，父亲笃信‘亲民

爱民、无私奉献’；因为有担当，父亲力行

‘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这是我从他身上所

理解的焦裕禄精神。”焦守云说。

焦裕禄亲民爱民，对自己、对家人却是

“严”字当头，“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不

能利用职权给亲属安排职位”，这是他心中

的一条戒律。

焦建国去电影院看电影，说自己是焦

裕禄的儿子裕禄的儿子，，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焦裕焦裕

禄 知 道 后 让 儿 子 还 了 钱禄 知 道 后 让 儿 子 还 了 钱 ，，并并 以 儿 子 看以 儿 子 看““ 白白

戏戏 ””为 例为 例 ，，在 县 直 机 关 干 部 会 上 几 次 做 检在 县 直 机 关 干 部 会 上 几 次 做 检

讨讨。。之后他提出之后他提出 《《干部十不准干部十不准》，》，明确规定明确规定

““谁看戏谁拿钱谁看戏谁拿钱”“”“不准送戏票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礼堂十排以

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要按先后要按先后

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

顾”等。

“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

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焦守云清楚地记

得，大姐焦守凤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当

打字员、老师、话务员，在当时都是好出路，

但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把她领到食品厂，

叮嘱厂长：“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对于改

掉她怕脏、怕累的毛病有好处。你们不要以

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要求不严了。”

秋天腌咸菜，焦守凤经常要切上千斤萝

卜，她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来会把手烧出

泡泡，，晚上疼得睡不着晚上疼得睡不着，，只能在冷水里冰着只能在冷水里冰着。。

最 让 焦 守 凤 难 以 接 受 的 是 上 街 卖 酱最 让 焦 守 凤 难 以 接 受 的 是 上 街 卖 酱

菜菜，，她抹不开面子她抹不开面子。。于是焦裕禄带着女儿于是焦裕禄带着女儿，，

挑着酱菜挑子挑着酱菜挑子，，沿着街巷沿着街巷，，边走边吆喝边走边吆喝，，还还

教女儿怎么挑挑子不磨肩教女儿怎么挑挑子不磨肩，，怎么吆喝才能怎么吆喝才能

吸引顾客注意吸引顾客注意。。

焦裕禄带领兰考干部群众和“三害”作

斗 争，始 终 发 扬 艰 苦 奋 斗、苦 干 实 干 的 作

风。“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

也很危险”“坐在破椅子上也能革命”是他

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他的一条被子有 42
个补丁，褥子有 36 个补丁。

焦守云感慨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父亲

焦裕禄留下的家风非常称赞。“2014 年他到

兰考考察的时候，对我们的家风小故事‘看

白戏、卖酱菜’都能娓娓道来。”她向总书记汇

报说，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父亲留下的家

风一代一代传下去。总书记不断地点头。

焦守云说：“父亲留下的家风是我们的

精神动力源。他是一个吃过各种苦头的人，

他认为所有吃过的苦都不会白吃。他希望

后代也能做一个肯吃苦的人、一个优秀的

人。”

“1964 年 父 亲 接 我 回 兰 考 ，因 为 分 开

时间太长了，刚见面时我对他比较生分，一

直没有喊他爸爸直没有喊他爸爸。。他就给我买各种好吃的他就给我买各种好吃的，，

希望听我喊一声爸爸希望听我喊一声爸爸。。””让焦守云没想到的让焦守云没想到的

是是，，父女俩刚相聚没多久父女俩刚相聚没多久，，焦裕禄就因病离焦裕禄就因病离

世了世了，，““我多想再喊他几声爸爸我多想再喊他几声爸爸，，但他再也但他再也

听不见了听不见了。。这是我这一生中很大的遗憾这是我这一生中很大的遗憾。。””

焦守云的眼里噙满泪水焦守云的眼里噙满泪水。。

女儿焦守云眼中的父亲焦裕禄——

做人讲感情 做事讲担当

河南兰考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工作过的地方，也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

地。

如今，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大门外一路

之隔的广场上，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

众瞻仰一棵被称为“焦桐”的泡桐树。焦裕

禄于 1963 年亲手栽下的这棵幼桐，如今已

长成参天大树。

从 1971 年 起 ，魏 善 民 接 替 父 亲 成 为

“焦桐”守树人，50 年风雨无阻，他每天清

晨都会来到焦桐树下浇水、施肥，“焦书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也把他记挂在

心中。”

不改变兰考面貌，决不离开

1922 年 8 月 16 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

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民家

里 。在党组织培养教育下，焦裕禄于 1946
年 1 月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

工作 。1962 年冬，豫东兰考县遭受严重的

风沙、内涝、盐碱“三害”，全县粮食产量降

到历史最低水平。

1962 年 初 春 ，河 南 省 委、开 封 地 委 决

定派焦裕禄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临上任

前，组织上对焦裕禄说：“兰考有三最，第一

最苦；第二最穷；第三最难 。”焦裕禄回应

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

最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

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1962 年 12 月 6 日，焦裕禄来到兰考任

县委书记。当群众知道兰考来了一位新的

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 3 天了。这位新来

的县委书记提出“三同 ”工作法 ：同吃、同

住、同劳动。

“兰考当时 36 万人，有 12 万人是难民，

逃荒”，这深深刺痛了焦裕禄。一个北风呼

啸、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委员

开会。人员到齐后，他却只说了一句：“请大

家跟我到火车站看看。”当时的兰考火车站

几乎被漫天大雪淹没了，车站的屋檐下，挂

着尺把长的冰柱，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

衣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着登上开往

粮食丰收地区的列车⋯⋯

“同志们，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是灾荒逼迫他们到外面去的，这不能怪他

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这 36 万人民交

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自然灾

害，工作没做好，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

裕禄没有再讲下去，同志们都低下了头，火

车站现场会那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场景震

撼着每个人。

兰考县委宣传部原新闻干事刘俊生曾

回忆道：“焦书记说如果哭能解决问题，我

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带头哭。要想真正地克

服困难，要从咱自己的有利条件来进行分

析研究，采取抗灾的措施。”

1963 年 2 月，焦裕禄要求县委成立除

“三害”办公室，他亲自带队下去搞调查。不

少人劝他不要下去，在家听听汇报，可是焦

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焦

裕禄抽调 120 名干部、群众、技术员组成“三

害”调查队，不顾重病缠身，3 个月里，他带

领调查队跑了 120 多个大队，行程 5000 余

里，终于掌握了“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漫天风雪中群众缺不
缺吃？有没有柴烧？

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陈列着 90 余件

遗物和照片，他治理“三害”时写的手稿中，

有一句话这样写道：“拼上老命，大干一场，

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焦裕禄在全县范围内

通过翻淤压沙、植树造林、修筑台田、打井

开 渠、疏 浚 河 道 等 有 效 措 施 ，掀 起 了 治 理

“三害”的高潮。

展厅内，一张藤椅尤其令人泪目，那是

焦裕禄生前坐过的藤椅。

焦裕禄在兰考县工作 475 天，细心的

人 注 意 到 他 后 来 越 来 越 “ 不 注 重 形 象 ”

了。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棉衣上的第二

和第三个扣子总是不扣，时常能看到他将

左 手 伸 入 怀 中 ， 按 住 肝 部 减 轻 疼 痛 。 开

会 、 作 报 告 时 要 么 是 把 右 脚 踩 在 椅 子

上 ， 用 右 膝 顶 住 肝 部 ， 要 么 就 用 一 个 硬

东 西 顶 在 右 边 的 靠 椅 上 。 钢 笔 、 茶 缸 盖

儿 、 鸡 毛 掸 子 都 被 他 拿 来 顶 住 肝部，久

而久之，他办公坐的藤椅右侧，生生被顶

出一个大窟窿。

1963 年 12 月 9 日 ，北 风 呼 啸 ，鹅 毛 大

雪铺天盖地而来，焦裕禄望着风雪，心里惦

记着人民群众。这么大的雪群众缺不缺吃

的？有 没 有 柴 烧 ？生 产 队 的 牲 口 会 不 会 冻

死？他组织县委机关的同志开会，连夜布置

雪天六项工作。风刮了一夜，雪下了一夜，

焦裕禄办公室的灯也亮了一夜。第二天天

不亮，他又带领县委机关的干部，带着救济

粮款，迎着漫天大雪，下乡访贫问苦去了。

1964 年 春 ，由 于 长 期 带 病 坚 持 工 作 ，

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了。党组织决定

送他到郑州住院治疗，由于肝痛得厉害，他

弯着腰走向车站。医生含着泪开出了诊断

书：“肝癌晚期，皮下扩散。”送焦裕禄去治

疗的赵文选得知是绝症时，抓住医生的手

恳求道：“求求你，一定把他治好，我们兰考

县是重灾区，兰考的工作需要他，兰考的人

民离不开他!”

1964 年 5 月 14 日 9 时 45 分，焦裕禄同

志病逝于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整理其

遗物时，工作人员在他枕边发现了两本书，

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在生命最后时刻，焦裕禄想的还是兰

考人民，还是治“三害”。他说，“我没有完成党

交给我的任务”，“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

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越 读 焦 裕 禄 ，越 能 感
受到焦裕禄精神伟大

东坝头乡张庄村，地处九曲黄河最后

一道弯。20 世纪 60 年代，这里曾是兰考最

大的风沙口，也是焦裕禄带领调查队找到

治理风沙良策并成功的地方。如今张庄村

已脱贫摘帽，成为彩绘如画的“梦里张庄”，

正迈向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焦裕禄当年为防治“三害”带头栽种的

泡桐树，不仅改变了兰考，也改变了几代人

的命运。泡桐树上世纪曾筑起兰考防风固

沙的屏障，新世纪成为当地人脱贫致富的

“绿色银行”。

2009 年 4 月 1 日、2014 年 3 月 17 日和 5
月 9 日，习近平同志曾三次来到兰考视察

调研。其中，他两次专程来到焦裕禄同志纪

念园，致敬忠魂。在兰考，习近平总书记曾

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

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

今年 4月 2日，在郑州大学的一堂思政课

上，青年教师周荣方讲述起兰考群众送别焦

裕禄的故事，几度哽咽，不得不停下来擦拭泪

水。现场同学们深受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副馆长董亚娜从事

讲解工作 28 年了，有人问她，日复一日讲

解焦裕禄精神，会不会感到厌倦？董亚娜回

答说：“焦裕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

读常新。”在她看来，对焦裕禄精神领悟得

越透彻，就越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

“ 我 们 将 赓 续 精 神 血 脉 ，汲 取 奋 进 力

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在乡村振兴中继续走在前、作示

范。”兰考县委书记李明俊表示。

焦裕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 王尘子

焦裕禄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曾让兰考人
饱受饥荒贫穷之苦，兰考也成为中国贫困
地区的缩影。1962 年冬天，焦裕禄来到兰
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以“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大无畏精神，以带病之躯排内涝、战
风沙、治盐碱，始终和群众并肩奋战，肝癌
的剧痛，也击不垮他摘掉兰考穷帽子的信
念。1964年，不满42 岁的焦裕禄去世了，却
把焦裕禄精神永远留在了天地之间。时至
今日，焦裕禄精神的价值意蕴已成为新时
代催人奋进的强大动力和永不过时的宝贵
精神财富。

从焦裕禄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中汲取
初心的力量。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本
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当
年，县委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但焦裕禄从
来没有坐过，唯独“青睐”那辆别人骑过 11
年、除了铃铛什么地方都响的自行车，下乡
调研都靠它。有一次，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
劝阻，坚持骑车去 70 多里外的地方调研，
哪怕要带着铺盖也不嫌麻烦。因为他怕坐
汽车跑太快听不见群众说话，“与群众拉开
了距离，就会隔了心”。在焦裕禄弥留之际，
组织上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焦裕禄说，“我
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钱来支援灾区，
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
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
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以党的事业
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先，焦裕禄精神始终
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公仆情怀和崇高信念。

从焦裕禄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创业
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艰苦奋斗、迎难而
上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看不得别人吃苦的
焦裕禄，自己却“吃尽了苦头”：他用过的被子
上打满了补丁；他穿过的鞋，里面的衬布全
都磨光了，鞋面破了许多窟窿。即使在如此
艰苦的条件下，焦裕禄迎难而上的气概从未
动摇：“我们干部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
着干。怨天尤人不可有，悲观丧气不足取，无
所作为不能要！”面对黄沙漫漫、盐碱茫茫、冰
凌遍野，焦裕禄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哪里
困难最大，他就出现在哪里，风沙最大时他
带头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时，他趟着
齐腰深的洪水察水流、看走势。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
出来的。焦裕禄的这种艰苦奋斗、迎难而上
的创业精神，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
要法宝，是党和人民不断攻坚克难、勇往直
前的锐利武器。

从焦裕禄求真务实、凡事探求就里的
实际行动中汲取敬业的力量。“吃别人嚼过
的馍没味道”。在兰考的 475 天里，焦裕禄
走访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没
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坐到了群
众的炕头上，走进了群众的心里。为了解兰
考县的实际情况，焦裕禄带领“三害”调查
队深入调研，绘制出 10 万亩的盐碱地分布
图，基本掌握了水、沙、碱的发生规律，作出
并实施治理“三害”的关键决策。正是这种
深入群众、求真务实、凡事探求就里的求实
作风，使兰考的治灾方略贴近现实、贴近民
心，牵住了改变兰考落后面貌、促进兰考发
展的“牛鼻子”。焦裕禄用实际行动告诉广
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不是蛮干，而是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结合基层所需、发展之要，
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多
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不
仅“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扑下身
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群众
身边、田间地头，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

从焦裕禄廉洁奉公、坚决不搞特殊化
的道德情操中汲取纯洁的力量。清正廉洁、
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作为
县委书记，焦裕禄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权
力，但他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率先垂
范，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亲属谋取
好处。焦裕禄的儿子看了白戏，他及时教育
并让其补了戏票钱；城关渔场为感谢焦裕
禄指导，送来了几条鱼让他补补身子，他让
孩子立即送了回去。焦裕禄起草推行《干部
十不准》，严格规范全县领导干部的行为举
止。这些事迹无不传递着焦裕禄廉洁奉公、

“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精神力量。
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检验共产党

员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标准，百年来党领
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一再证明，作风
是无形的力量，能够发挥出难以估量的巨
大社会作用。党员干部有好的作风，就能够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党立于不败
之地。在新时代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严以修身律己，坚决抵
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使廉洁奉公的道
德情操真正成为凝聚人民干事创业的无价
之宝。

过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精神。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焦裕禄精神就像一团不熄
的火焰，穿越时空，在新时代持续迸发出
特有的朴实魅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坚强决心，以光辉的时代意蕴照
亮了党员干部的前行之路。焦裕禄精神必
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永放
光芒！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
研部讲师）

新时代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价值意蕴

河南省兰考县焦桐广场，桐花盛开，生机盎然。 李金雷/摄

河南省兰考县展览馆序厅内，焦裕禄铜像巍然屹立。 李宇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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