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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焦书记报告：
今天的兰考如您所愿

焦裕禄精神为什么打动我

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广场。

□ 重庆大学学生 齐思贤

走进焦裕禄纪念馆，了解焦
裕禄，我被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所感动。

兰考，在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社
会的巨大变迁后，从一眼看不到边
的黄沙碱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丰收
田园。那个长眠于黄河故堤之下的
崇高灵魂，始终用灼热的目光，深情
地注视着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只有一年
多，他带领着百姓们斗风沙、治水
患、排盐碱。如今这“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精神正在神州大地上继
续发芽生长。我辈应当传承焦裕
禄精神作为人生必修课，坚持在
发扬作风中筑牢使命意识和担当
精神，做焦裕禄精神的传播者、践

行者。
焦裕禄曾说：“革命者要在困

难面前逞英雄。”当前，我以为时代
仍然需要这样不畏困难的英雄。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正值从象牙塔
到踏入社会的关键发展时期，面对
着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碰撞，应当
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下国家和人
民对于青年人的期待，坚定为远大
理想矢志奋斗的决心和勇气，在焦
裕禄精神的指引和感召下，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自觉践行扎根群众、
艰苦创业、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的
优良作风。

焦裕禄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
最好注解。他时刻提醒我们，艰
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是凝聚人民群众共克时艰的无价
之宝。

过去“土穷土穷”的曹县“火出圈”的背后是互联网思维在助推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见习记者 孔一涵

5月23日上午10点，走进山东菏泽
曹县大集镇丁楼村李燕家的大门时，才
睡了三四个小时的李燕睡眼惺忪、脚步
踉跄地从楼上匆忙下来，面对一屋子来
访者，她明显有些发怔。

屋内，到处是顾不上收拾的碎布料和
演出服。桌上，一大锅鸡蛋面条已经坨
了。伴随着旁边房间缝纫机的规律节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和25岁的李燕坐
在马扎上聊起了她的电商脱贫故事。

近日，曹县某主播一句颇有魔性的
“山东菏泽曹县666”，让这个过去“土穷
土穷”的小县城一夜火爆全网。一时间，
各种梗层出不穷：“宁要曹县一张床,不
要上海一套房”，“总要去趟曹县吧，体验
体验比深圳更快的生活节奏”……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经过实地走访
记者发现，当曹县成为全国焦点时，这里
的电商从业者们并没有盲目自嗨，而是
忙着捕捉热点、抓住风口，以期尽快实现
产业升级。

投身电商助力家乡乡村
振兴

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和汉服基
地，不仅打通了演出服、汉服等服饰产业
链的所有环节，还实现了互联网+特色产
业全覆盖。

而有着4.7万人口、山东省唯一一个
连续4年淘宝村全覆盖的大集镇，不仅是
曹县的“一环”，也是曹县电商产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的样本。在这里，有近3万人在
农村电商链条上找准位置，过上了今非昔
比的好日子。李燕就是其中之一。

李燕家曾是村里的贫困户。2015
年，她从兼职开淘宝店卖儿童演出服，转
向电商创业，卖起了原创汉服。

赶上汉服复兴，她很快挣到第一桶
金，“头年第一个月赶上元旦旺季，就挣
了十几万”。之后每年“六一”儿童节前
夕旺季，她都会连续两个月忙得“一天睡
不了三四个小时”。今年，已摸准市场的
她又趁机推出宠物汉服。

如此，这个“95后”姑娘凭一己之力
撑起了一个家，不仅改善了家庭条件，还
花30万元盖起了两层楼房。

创业6年来，已经是曹县陌上花开
服饰有限公司经理的李燕真切体验到在
家乡做电商的便利。“我们这边早就形成
了‘网店+工厂+服务’的发展模式，镇上
做布料、打版、辅料、拍图等电商各环节
的应有尽有，足不出镇就能完成整个制
衣流程。遇到困难，政府部门都会积极
去协调。”

2020年，菏泽市乡村“好青年”名单
公布，李燕和同村“90后”姑娘赵婧挨在
了一起。后者是曹县迎来的第一批返乡
创业青年。

10年前，毕业于烟台大学室内设计
专业的赵婧辞职并说服对象回到家乡，
投身农村电商。

“当时的丁楼村又破又穷，连柏油路
都没有”，赵婧回忆道，“刚回村几乎不敢
出门，别人会说，你明明走出去了，肯定
是混得不好才回来。”

201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
赵婧演出服饰店铺生意火爆，这
不仅打消了对象的疑虑，也受到
其他村民的追随。“那时候，我们
家天天晚上跟过年一样热闹，门
外很多人排队等着拿货。”

当地政府的反应速度也快
得令人出奇。“2012年我们还没
成立公司，可以说卖的是‘三无’
产品。2013年镇政府便开始扶持我们
建厂房，不断扩大电商规模。当年我们
的店铺便实现了正规化经营。”赵婧说。

更快的是政府提供的电商贷款的放
款速度。“我们这是先放款再验资质，从
申请到放款最慢也才3天。”赵婧语气颇
有些自豪地说，“只有我们这儿是贷款极
速达。”

如今，丁楼村被冠以“山东淘宝第一
村”，而赵婧一家也在拥有了多家天猫店
和加工厂后，又在今年盘下一家申通快
递站，打通了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物流
的所有环节。

虽然每年店铺销售额已破千万，但
赵婧还顾不上享受生活，“还早呢，现在
奋斗劲儿还是挺足的，跟十年前一样。”
她真诚地说。

政府服务带动产业兴旺
“单纯说我们这里都是‘淘宝村’，我

觉得有些狭窄，实际上我们是典型的‘电
商村’。”大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侯正
亮于2015年上任，一上任便赶上了电商
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大集镇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
地，拥有3000多家企业，1.8万家淘宝
店，每年演出服销量占到全国份额的
70%，汉服销量占到全国销售体量的三
分之一。也正因此，侯正亮认为，“这次
的‘火’有一定必然性，是在量变到质变

的积累过程中被机遇点燃的。”
虽然“火”得突如其来，但当地政府

和村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侯正亮介绍，为迅速迎合市场、为村

民做好服务，近年来，在镇政府的规划
下，镇里很快建起辅料市场，即解决了表
演服产业链上的原材料供应，又引导商
户形成聚集。接着又打造出工业园区，
引导单一个体户们走进园区，实现工业
联营和从个体户向企业老板的角色转
变。如今，镇上又建成e裳小镇，通过企
业孵化、人员培训、产业资源对接等促使
商户向中高端发展。由此，大集镇也实
现了从工业1.0到工业3.0的升级。

在服务上，政府也下足了功夫。“起
初，老百姓连怎么办个体工商营业执照都
不会，我们就专门成立办公室，指导村民
办证、注册企业，等他们熟练掌握流程后，
办公室又转而组织银企对接、发放贷款，
一年能发放五六亿元的贷款，满足了村民
对资金的需求。”侯正亮说。

去年，在全国上下奋力夺取脱贫攻
坚战全面胜利之际，大集镇已率先向乡
村振兴转型。“村里没有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留守妇女，有的是遍地的车间和小
型加工厂。不仅妇女可以组织起来做缝
纫、月入5000元，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
盘纽扣、搞包装，一天赚七八十元。”侯正
亮说。

村民腰包鼓了、生计问题解决了，村

里的很多事都可以顺利开展了。
侯正亮告诉记者，这次“两委”换届，

大集镇164个“两委”成员中，企业法人占
到93%，“80后”上了7个，还有一名“90
后”支部书记。同时，20~40岁的青年群
体聚集了大集镇整体财富的95%以上。

不知从何时起，就有了这样一个顺
口溜：儿子和儿媳，敲着键盘唱着歌，接
一个订单就是两万多，老公公忙着送快
递，老婆婆忙着带孩子，一家人过上幸福
生活。

上任6年，侯正亮深感，“实际上不
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更多的是老百姓给
我们建言献策，引领我们的思想风貌不
断转变。”

产业升级让“一时火”变
“时时火”

今年 39 岁的王逢青返乡才两年
多。连日来，他接待了好几拨通过“快
手”慕名而来的媒体，也着实体验了一把

“火”的感觉。
“快手”人称“古装汉服王三哥”的王

逢青，给自己的店铺取名“汉服批发大世
界”，并立志做中国最大的汉服供应商，

“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比较专一，要做就
做最大”。

走进王逢青的直播间，上百款汉服
挂在墙上争奇斗艳、十分吸睛。他告诉
记者，如今汉服产业急速膨胀，自己每天
直播3小时，4个工人就得花两三天才能
完成打包，净利润能达三五千元。

为了配合家乡宣传，他架好手机即
兴展示起了直播。一段汉服爆款的即兴
介绍后，他又幽默地调侃自己卖汉服有
点儿不对头，“她们都让我试穿，我觉得
我穿上女装不好看。”

此前，王逢青在青岛从事企业管理，
已经生活了17年，后被从事电商的表弟
劝了回来。入行后他发现，这个生意比
自己之前的更好，“产业链非常好，每个
环节都没有压力，只要识字、会操作手机
就行，比玩儿游戏简单得多”。

正因为容易，王逢青也体会到一些
“蜂拥而上”的“乱”。对此，他急切地想
整合资源开一家汉服社，将生意往中高
端发展，做得更加体面、规范。

王逢青的这一想法与当地政府不谋
而合。

“这次风口让我们出圈了、出彩了，
如何能做到从‘一时火’到‘时时火’，这
是我们更要思考的。”侯正亮说，下一步
打算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往中高端发展。

如今，提质升级的文章已经开篇。
“目前我们有两个省级重点项目，其中投
资19.8亿元的青创科技企业孵化园项目
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汉服。我们还要加
大人才吸引，把设计人才、短视频人才、
销售人才、管理人才等喜欢汉服产业的
人才都招引过来，助力我们整个产业向
高端发展。”侯正亮说。

看到家乡电商产业发展得如此兴
旺，与赵婧同龄的同乡人差不多都回来
了，大家不仅抱团发展，还建了微信群，
取群名为“各自努力，顶峰相见”。“有人
就说：你看，我们都在往上爬，如果有人
往下打出溜（意指退步），还真有点儿不
太好意思。”赵婧笑着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苏建军
□ 重庆大学学生 齐思贤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兰考张庄村考察，叮嘱当
地干部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如今，总书记的叮
嘱，一项项已经得到落实：兰考县
率先在全国退出贫困县序列，张庄
村也同步退出，兑现了三年脱贫的
庄严承诺。

兰考的发展离不开焦裕禄，离
不开焦裕禄精神。焦裕禄坚定的
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生境界，集中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风
采。

焦裕禄精神感召、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

焦裕禄故事，诞生在
希望的田野上

焦裕禄是党培养出来的优秀
干部，他在青少年时代饱尝了人间
的苦难。后来，在党的教育和领导
下，他参加了民兵入了党，走上了
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

1962年冬，党派焦裕禄来到
兰考工作。初到兰考，呈现在焦裕
禄眼前的景象：一眼望不到边的黄
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
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
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
了20万亩麦子，秋天又淹坏了30
万亩庄稼，盐碱地上10万亩禾苗
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
史最低水平。

面对困难，焦裕禄表明心迹：
“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
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
我决不离开这里。”在工作中，焦裕
禄意识到，兰考要发展关键在于要
转变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为此，
在一个风雪夜，焦裕禄专门召集县
委委员在兰考车站开现场会。在
车站候车室，到处拥挤着扶老携幼
的逃荒群众，焦裕禄心情沉重地对
县委领导干部们说：“我希望大家
能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就会带着
感情，去带领群众改变兰考面貌。”
从此，大家上下拧成一股绳，坚定
了消灭困扰兰考发展的“三害”（内
涝、风沙和盐碱）决心。

然而，要在三五年内治好沙、
水、碱，必须把兰考1800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情况摸清摸透。那时焦裕
禄正患着肝病，许多人担心他在大
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但他不
为所动，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
寻风沙和洪水去向，从黄河故道开
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
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

1964年春天，除“三害”取得重

大进展，然而，病痛也在持续折磨着
焦裕禄，他左手经常揣在怀里，按着
时时作痛的肝部，或用一根棍子顶
在椅靠上。日子久了，藤椅被顶出
一个大窟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焦裕禄还牵挂着抗灾工作，临终前
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
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
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
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
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
奉献”精神在今天仍是兰考发展
的强大精神动力，继续推动着一
代代兰考人民在新时代努力奋
进。

焦裕禄精神，传承在
巾帼队伍中

四月的兰考大地一片碧绿，青
青的麦苗在迎风招展。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河南兰考县东
坝头乡的张庄村，可以看到，这里
的村庄比以前更美了，村民比以前
更富了。

“村里目前有3个巧媳妇工作
点，可以带动140名妇女就业，其
中就有21名贫困户。”张庄村妇联
主席刘艳梅对本报记者说，“还有
手工布鞋，可以让村里50岁至70
岁的留守妇女在家就业。实现了
看住家、顾住娃，不出家门挣钱花
的梦想。”

兰考县东坝头乡位于黄河九
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黄河在此
调头奔腾入海。张庄村原是有名
的大沙窝大风口。当年焦裕禄在
这里查风口追风源，寻找到治沙成
功办法，留下了宝贵的焦裕禄精
神。

如今的张庄村有了很大变化，
在产业发展方面，张庄村“让有能
力的人发展产业，没有能力的人参
与到产业发展中”。

为发展乡村旅游，张庄村启动
“梦里张庄”项目，对现有住宅进行
简单改造，村民自建自营，目前已
有民宿小院17家。张庄村要在不
久的将来，变成“进得来、留得下、
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在由兰考县妇联主导建成
的，坐落在张庄村的生产食用醋
加工车间内，兰考县妇联主席王
海杰对记者介绍说，这只是妇联
扶贫工作的一个点。近年来，兰
考县妇联围绕巾帼脱贫行动，打
造各类产业就业点，提升工作精
准度，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
改造新建就业点100余个，带动
5000多名农村妇女就近就业；同
时普遍设立“妇女之家”，强化思
想引领，引导她们听党话跟党走，
在新时代的大潮中传承焦裕禄精
神，展现巾帼力量。

（上接1版）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

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
记深情地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
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
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
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
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
光大。

【精神坐标】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
沂蒙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当时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
其中120多万人拥军支前，10万多名英
烈血洒疆场。

地处临沂市内的华东革命烈士陵
园，苍松翠柏，鲜花含情。陵园正中央
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革命烈
士纪念堂内，62576位烈士英名镌刻在
墙。烈士陵园讲解员杜伊霏说，这里是
粟裕将军部分骨灰埋葬处，还长眠着陈
明、辛锐、罗炳辉等我党我军的优秀儿
女。

【力量之源】

沂蒙革命纪念馆内，一组名为《力
量》的巨幅群雕，气势磅礴、栩栩如生：支
前老乡弯着腰，推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在蜿蜒曲折的道
路上前行……据史料记载，孟良崮战役
期间，仅20万人的蒙阴县就出动支前民
工10多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
上。人民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推车
推出了胜利。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是沂蒙精
神的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笔宝
贵精神财富。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
托儿所，抚养40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
人；“红嫂”用乳汁和小米粥哺育革命，精
神永传；李桂芳等32名妇女拆掉自家门
板，跳入冰冷的河水，用柔弱的身躯架起

“火线桥”……
“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

场。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
后一件破棉袄，盖在担架上。”共产党人

“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民就是力量之
源。沂蒙干部学院副教授刘占全说，无
数支前群体和英雄模范，为战役的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雄辩地证明了“兵民是
胜利之本”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幸福的庄严承诺

【特殊年俗】

头锅饺子祭英烈。每年大年初一，
沂蒙老区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村民王经臣
都会将第一碗饺子端到村里的烈士墓
前，祭奠为保卫朱村牺牲的24名年轻战
士。这样的风俗，在全村已经绵延了70
多年。

1944年1月24日，日伪军500余人
进攻朱村。英雄的“钢八连”与敌人激烈
战斗。血战6个多小时后，朱村得救，24
名年轻战士永远长眠在了朱村。

“从小时候起，奶奶就教育我们，过
年第一碗饺子要敬为朱村牺牲的革命烈
士。”今年72岁的王经臣是朱村抗日战
斗纪念馆义务讲解员。他说，乡亲们永
远记得共产党的恩情。

【庄严承诺】

2013年11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观看这个
抗战初期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
史展，了解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在
当时83岁的“老支前”王克昌家中，他挨
个房间察看，并坐下来同一家人拉家常。

他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
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
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
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
持，形成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强大
合力。

【乡村新颜】

“生活大变样了！”91岁的王克昌感
慨。战争硝烟早已散去，朱村旧貌换新
颜：白墙黑瓦，松柏常青，一栋栋二层小
楼在林中掩映。

5月19日，临沭县柳编小镇孵化中
心大楼里，“80后”返乡创业者管其龙正
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线上线下结合，传
统产业引领带动电商直播等多方面销售
渠道拓展，今年预计收入增加100万元
左右。”

种杞柳、做柳编，临沭县67万余人
中约六分之一从事柳编行业。创新工
艺、开发新品、延长链条、做强电商，草柳
编织出幸福新生活。

科技元素，助力老区农业生产提速
发展。在蔬菜大县兰陵，温室大棚采用
物联网、追溯云等技术，轻点鼠标就可为
大棚通风、灌溉，客户也可以通过网络、
扫描二维码等方式实时查看蔬菜播种、
育苗、施肥、采摘、运输、清洗、配送等整
个环节，保障蔬菜的质量。

革命老区成“发展高地”

【商贸名城】

5月20日，临沂市兰山区的山东金
兰物流基地室内，信息交易中心大屏幕
上实时滚动运输价格、实时货量、运营线
路和订单信息。室外，一辆辆满载货物
的车辆正依次驶出园区，奔向全国各地。

曾经“四塞之固，舟车不通”，现在
已是大型商品交易批发中心。昔日“内
货不出，外货不入”，如今成为物流名城。

几经更迭，临沂从昔日的商业重镇，
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北方商都。130
多个专业批发市场，每天流动人口36万
多人，商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殷殷嘱托】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金兰物流基地，视察物流信息中心，

考察物流运输企业。他同管理人员和装
卸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物流业运行过
程和成本效益，问他们还有哪些问题需
要政府帮助解决。习近平指出，物流业
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市场经
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要加快物流标
准化信息化建设，提高流通效率，推动物
流业健康发展。

8年来，临沂建成覆盖全国2000多
个城市的信息平台，现已拥有物流经营
业户2300多家，物流园区23个，国内配
载线路2000多条，通达全国所有港口和
口岸。2020年，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
额4403.5亿元，物流总额6847亿元；跨
出国门，建立海外商城、海外仓，开通中
欧班列、欧亚班列。

【老区崛起】

沂河两岸，风光旖旎。临沂北城新
区高楼林立，临沂商城内，各大批发市场
人群熙熙攘攘。从城市崛起到乡村振
兴，从高铁开通到直播经济，昔日革命老
区临沂，已崛起为现代化都市……

百年辉煌，初心未变。莒南县推行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支部带路，增收致富，从
规模化服务入手，助力乡村振兴。在村党
支部的带动下，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不光村民致富，村集体也实现增收。

殡葬改革，文明节俭。沂水县实施
以“惠葬礼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在全
国率先推行“殡葬全免费”政策。新风气
代替了旧习俗，村民都拥护。

高铁进山，发展提速。日兰高铁日
照至曲阜段开通运营，沂蒙老区首次接
入全国高铁网，同时也使山东省内高铁
实现环形贯通，有效带动沿线城市经济
发展……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群众支持，我们
就能克服困难，无往而不胜，这是被沂蒙
老区革命实践检验了的。新时代，老区
将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
发展的高地、幸福的热土在勤劳的手中
脉动、生长、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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