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海运仓 2 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1 邮发代号 1—9 报价：每月 33 元 零售：每份 1.8 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 20170074 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

4
20212021 年年 33 月月 1818 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任编辑 / 崔丽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图片编辑 / 陈剑 美术编辑 / 程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姚敏霞

“ 我 骄 傲 ，我 是 红 旗 渠 建 设 者 的 后

代。我的祖奶奶李改云在红旗渠工地舍

己救人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河南

省林州市市直第八小学五（5）班学生常

朕豫讲起红旗渠故事很自豪。如今，在林

州市，红旗渠精神走进校园，红旗渠故事

在中小学师生中广为流传。

“ 问 渠 哪 得 清 如 许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红旗渠纪念馆郭芳芳讲解说，红旗

渠渠水之清，其源头活水是 61 年前，在

“誓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言中，红旗

渠的修筑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

歌，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一部林县志，满卷荒旱史”“水缺贵

如 油 ，十 年 九 不 收 ”是 旧 林 县 的 真 实 写

照 。据 史 料 记 载 ，从 1442 年 到 1943 年 ，

500 年间就有 100 多个年份出现大旱灾，

其中大旱绝收 30 多次。据统计，在红旗

渠 修 建 之 前 ，全 县 550 个 行 政 村 中 ，有

307 个村人畜吃水困难。

“咱林县，真苦寒，光秃山坡旱河滩。

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

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郑林华在《红

旗渠精神永不过时》一文中记载了当年

林县流传的一首民谣。

解 决 林 县 人 民 吃 水 用 水 难 题 迫 在

眉睫。

1960 年 2 月，太行山上响起开山炮

声，拉开林县人民“十万大军战太行”序

幕，世世代代盼水的林县人民开启了一

场艰苦而伟大的持久战。

面对红旗渠修建中的种种艰难，林县

人民咬紧牙关，“既然愚公能移山，我们修

渠有何难，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劈开太

行山”。历时十年，他们真正做到了“誓把

山河重安排”，引晋水入豫，劈山凿壁，林

县人民世代盼水的愿景终于得以实现。

“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在艰苦

卓绝的修渠征程中，林县共有 81 位优秀

儿 女 献 出 宝 贵 生 命 ，其 中 25 岁 以 下 28

人，年龄最小的 17 岁。在红旗渠咽喉工

程中，由 300 余名青年挑起重担，凿通了

石质坚硬的太行山腰，用艰苦奋斗谱写

出青年洞的壮美诗篇。

红旗渠总设计师吴祖太是第一个为

红旗渠献身的人，也是牺牲的英烈中唯

一的外乡人。在修建红旗渠期间，他的母

亲和妻子先后离世，他强忍悲痛，继续奋

战，直至献出年仅 27 岁的宝贵生命。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林县人民

的根本利益，红旗渠决不能半途而废！”

时任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说。

战 太 行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身 先 士 卒 。

“干”字当头，在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

劳动，同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修渠工

地上，段与段、营与营、连与连之间互相比

赛，涌现出 98个标兵连、233个董存瑞标兵

班、117 个李改云突击队、2472 个模范人

物，成为完成艰巨任务的骨干力量。

关于红旗渠工程，有这样一组数据：

累计消耗钢材 123.5吨，水泥 6705吨，炸药

2740 吨⋯⋯工程账本中的每一笔账都有

整有零、清晰可查。历时十年、投资近 7000
万元的红旗渠工程，没发生一起挪用修渠

资金行为，没有一个党员干部盗用修渠物

资，没有一位领导同志为亲属谋取私利。

在红旗渠纪念馆里，有一个旧炸药

箱，箱体的油漆已经开裂，箱盖上的铁环

锈迹斑斑。箱子盖内壁贴着一张字条，泛

黄斑驳的纸上，“收据”两个字隐约可辨。

阳春三月，草木吐绿，红旗渠岸边，

踏青的游人纷纷在“青年洞”前驻足留

影。如今的红旗渠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成为展现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祖国的

时代窗口。

从 战 太 行、出 太 行 到 富 太 行、美 太

行，一代代林州人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

代红旗渠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内涵价值。

林州市委书记王宝玉表示：“人人讲红旗

渠故事，人人传承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

神在新时代更加光彩闪耀！”

太行山高人为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

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

过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姚敏霞

为改变极度缺水和贫困面貌，河南省

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历时十年，劈开太行

山，引来漳河水，在悬崖峭壁上修筑了长达

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工程于 1960年 2月动工，当时新

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物资短

缺、技术设备落后。在重重困难面前，林县人

民没有退缩。“自力更生是法宝，众人拾柴火

焰高，建渠不能靠国家，全靠双手来创造。”林

县人民喊着口号，凭着一锤一钎一双手，修

自己的渠，流自己的汗，向穷山恶水宣战。

修渠资金数额巨大？林县自筹 5839 万

元，占总投资的 85.06%。

修渠石灰供应不上？烧灰能手们踊跃

献策，公社创造“明窑堆石”烧灰法，彻

底解决工地用石灰难题。

没有炸药难移山？县委、县政

府 在 全 县 招 聘 制 炸 药 人 才 ，考

核选拔、办工厂，一步步解决

炸药难题。

悬崖陡壁难攀登？民

工们组织突击大队，每

天 练 习 爬 大 绳 ，赤 褐

色 带 子 般 的 老 茧 爬

上民工腰间，紧紧缠绕。

十 年 间 ，林 县 人 民 自 己 动 手 ，矢 志 奋

斗，共烧制石灰 14.5 万吨；造炸药 1215 吨，

制水泥 5170 吨；编抬筐 3 万多个；修配、制

作水桶 18900 多副，各种工具 117 万件。总

干渠长达 70.6 公里，削平了 1250 个山头，

架设 151 座渡槽，打通了 211 个隧道，挖土

石方 1818 万立方米，相当于从哈尔滨到广

州 修 筑 一 道 高 3 米 、 宽 2 米 的 “ 万 里 长

城 ”。 此 外 ， 修 建 小 型 水 库 48 座 ， 塘 堰

346 座 ， 各 种 建 筑 物 12408 座 ， 建 扬 水

站、水电站等设施。

1969 年 7 月，红旗渠工程全部竣工，

结束了林县人民吃水难的苦难历史，在太

行之巅树立起一块象征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的丰碑。红旗渠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新中国

两大奇迹之一。

“ 我 志 愿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拥 护

党 的 纲 领 ，遵 守 党 的 章 程 ，履 行 党 员

义 务 ⋯⋯”在 河 南 省 兰 考 县 ，一 棵 被 称

为“焦桐”的泡桐树下，庄严而嘹亮的入

党誓词声时常响起。

1963 年 ，焦 裕 禄 亲 手 栽 下 一 棵 幼

桐，如今这棵 58 年树龄的泡桐已长成参

天 大 树 。这 棵 如 同 化 身 为 焦 裕 禄 的“ 焦

桐”，以参天伟岸之躯，深情守望着黄河

岸边兰考的一方水土。这沙沙作响的泡

桐树，也见证了、述说着，焦裕禄——你

是人民的好县委书记。

“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
不离开那里”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挺立着一

排排泡桐树的兰考县，在半个世纪之前

是怎样的情景。

位 于 河 南 省 东 部 黄 河 故 道 的 兰 考

县，是历史上有名的灾区。《兰考县志》

曾这样记载：“一岁三灾”“三年大旱四

年大涝”⋯⋯长期以来，内涝、风沙、

盐碱“三害”就像“三座大山”沉重地

压在兰考人民头上。

据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科科长刘

敏介绍，1962 年，经历了严重困难尚未

恢 复 的 兰 考 ， 又 遇 到 罕 见 的 旱 灾 和 涝

灾。这年春天，连续 3个月没有下雨，风

沙肆虐，遮天蔽日，20 万亩小麦枯死。

秋季的连绵阴雨又淹死 30万亩秋苗。全

县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兰考人民雪

上加霜，土地荒芜，人口外流，全县几

乎所有农业人口只能依靠国家救济粮维

持生计。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重的困难面

前，有的党员干部畏缩动摇了，焦裕禄却

成了一位“逆行者”。1962 年 12 月，焦裕

禄 临 危 受 命 ， 从 尉 氏 县 调 任 兰 考 县 委 书

记。他迎着兰考的“三座大山”而上，立

下“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誓言：“感谢党

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能锻

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

决不离开那里。”

焦裕禄 12 月 6 日到兰考县委机关大院

报到，当晚就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始

熟悉兰考情况。焦裕禄设想，要在沙丘上

栽树，涝洼窝里栽苇、种蒲、养鱼，治碱

地 变 “ 白 ” 为 “ 青 ”。 他 清 醒 地 意 识 到 ，

要 让 兰 考 改 变 面 貌 ， 治 理 好 涝 、 碱 、 沙

“三害”，“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

改变”。

59 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

带着县委班子人员直接去了兰考火车站。

那里聚集着许多衣衫褴褛，等着去外地讨

荒的灾民。“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这不能怪他

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 36 万群众交给

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安居

乐业，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在焦裕

禄的“敲打”之下，县委一班人才明白这

次风雪之行的目的。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焦裕禄说：

“ 难 道 我 们 在 灾 害 面 前 当 逃 兵 ， 当 怕 死

鬼 ， 我 们 就 不 能 领 导 群 众 战 胜 灾 荒 吗 ？”

开 现 场 会 、 学 习 会 ， 他 带 领 同 志 们 学 习

《为 人 民 服 务》《纪 念 白 求 恩》《愚 公 移

山》 等文章。

在焦裕禄的激励下，县委班子充满干

劲和决心，思想面貌大改观。“面对着当前

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

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

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焦裕禄在给

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将“劝阻办”改为“治理三
害办公室”

救灾不如治灾。焦裕禄深刻认识到当时

兰考存在的主要问题。据兰考县焦裕禄纪

念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孔留根介绍，过去

为了留住外出逃荒要饭的群众，县、公社、

大队层层设立“劝阻办公室”，阻止群众外

出。但焦裕禄认为，劝阻是“扬汤止沸”，除

“三害”是“釜底抽薪”，只靠劝阻解决不了

灾民外流问题，“扬汤止沸 ”不如“釜底抽

薪”。上任不到一个月，焦裕禄将“劝阻办”

改为“治理三害办公室”。

“一个党员干部有不惧困难的勇气固

然可贵，但若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只能是蛮干，不会有多

大的效果。”孔留根说，“焦裕禄同志工作思

路清晰，更换办公室的名称，抓住问题的症

结，为全县干部找准了位置。”

在兰考工作的 470 余个日日夜夜里，

全县 149 个大队，焦裕禄跋涉 5000 余里，调

研走访 120 多个，把兰考县 1000 多平方公

里土地的情况摸了个透，并制定下“在三五

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

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蓝图。为实现这个蓝

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焦裕禄带领兰考人

民植泡桐、治盐碱、堵沙口、排内涝，同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

开封市委有关负责人说，工作上以身

作 则 ，生 活 上 艰 苦 朴 素 ， 作 风 上 严 于 律

己，这是焦裕禄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印象。

据 《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 第二卷记载，

焦裕禄患有严重的肝病，但他全身心扑在

工作上，没时间休息，顾不上医治，日积

月 累 ，病 情 日 益 恶 化 。当 地 有 名 医 为 他 开

药，但他得知药价昂贵，再也不肯吃了：“兰

考是个灾区，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吃这么贵

的药，我咽不下去！”

革命战士要像松柏一样，
永不凋谢，永不变色

在兰考县工作的一年多里，有人注意

到焦书记越来越“不注重形象”了。焦裕

禄棉衣上的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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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作报告时要么是把右脚踩在椅

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要么就是用一个

硬东西顶在右边的靠椅上。钢笔、茶缸盖

儿 、 鸡 毛 掸 子 都 是 他 用 来 顶 住 肝 部 的 工

具。时间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右侧，被

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长期忘我

的工作，病痛逐渐压垮了他的身体。

弥留之际，焦裕禄还在遗憾没有完成

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对中共河南省委和开

封 地 委 两 位 同 志 说 ：“ 我 死 后 只 有 一 个 要

求 ，要 求 组 织 上 把 我 运 回 兰 考 ，埋 在 沙 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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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因患肝癌与

世长辞，年仅 42 岁。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

发现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一个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

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

地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

焦 裕 禄 当 年 为 防 治 “ 三 害 ” 带 头 栽

种 的 泡 桐 树 ， 改 变 了 兰 考 ， 也 改 变 了 几

代 人 的 命 运 。 泡 桐 树 在 上 世 纪 筑 起 防 风

固 沙 的 屏 障 ， 新 世 纪 成 为 当 地 人 脱 贫 致

富的“绿色银行”。如今，兰考人利用泡

桐木材生产的古琴、古筝等 20 多种民族

传 统 乐 器 远 销 海 内 外 ， 沙 沙 作 响 的 兰 考

泡 桐 树 变 身 民 族 乐 器 在 世 界 各 地 奏 响 动

听的音乐。

2017 年 3 月 27 日，兰考县正式退出贫

困县，成为全国首批、河南省第一个实现脱

贫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今

年 2 月 25 日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兰考县委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如今的兰考，高楼林立，风沙不再，泡

桐葱郁，宜居宜业更宜人。兰考县仪封镇党

委书记郭芳说：“以前，风沙、内涝、盐碱是

我们的标识符；现在，拼搏、开放、生态、幸

福成了兰考的新标签。”

刘敏认为，在全国树立的一批英雄模

范人物中，焦裕禄是其中最响亮的名字之

一，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

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他的

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为共产党员和党的

干部塑造了一个光辉形象，树立起一座时

代丰碑，铸就了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

2020 年 7 月 13 日，河南安阳，航拍红旗渠青年洞。 许丛军/视觉中国

沙沙作响的泡桐树在述说——

焦裕禄，你是这样的县委书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姚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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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 7 月 15 日，时任福
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深夜填词《念奴
娇·追思焦裕禄》

2014 年 4 月 2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学习。 冯小敏/视觉中国

河南开封，泡桐花盛开的季节，美不胜收的“焦桐”与泡桐林。 视觉中国供图

一锤一钎一双手
悬崖峭壁上凿出“人工天河”

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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