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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坚定理想信念，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专访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主任陈百行

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广场。 苏晨/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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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同志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兰
考群众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将万亩盐碱地变成良田，用生命谱
写了一曲干事创业、一心为民的英雄赞歌。焦裕禄在带领全
县人民同内涝、风沙、盐碱进行坚决斗争，奋力改变兰考面貌
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优秀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品质铸就了
焦裕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2014年3月，在
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评价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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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焦裕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
中不断发扬光大，一直传承在祖国大地希望的田野上。

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这是焦裕禄对完成党交

办任务的坚定表态，也是他对人民群众的不悔承诺。
调任兰考前，组织上曾明确地告诉焦裕禄兰考是个困难

县，要他在思想上有个充分准备。
焦裕禄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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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
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
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来到兰考后，焦裕禄面临的是严峻的现实：县城内密密麻
麻散布着沙丘和洼坡，风一起，漫天黄沙，日月无光，一片片荒
凉的盐碱地在冬日下泛着白光，还有火车站里背井离乡的父
老乡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困苦的群众交织的画面强烈
震撼着这位早年有着逃荒经历的县委书记。

焦裕禄认识到要在三五年内治好沙、水、碱，必须把兰考
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情况摸清摸透，来到兰考的第二
天，他就深入农村调查。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
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
研，取得了战胜“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植树
造林、翻淤压沙、挖河排涝、改变盐碱等一系列改变兰考面貌
的规划。

走访调研的那段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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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他在办公室听汇报，但他
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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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也在折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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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牵挂着抗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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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裕禄在兰考的470多天，事事亲力亲为，密集走访、蹲
点调研，形成了正确的治沙、治碱、治涝的思路和办法，为改变
兰考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兰考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
焦裕禄经常教育全县党员干部：“共产党员应该在

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的
时候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在兰考期间，焦裕禄一直要
求县委办公室及所有农村干部，在大雪封门的时候，不
能坐在办公室烤火，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特别是
要解决好那些无房户、断炊户的居住和生活困难，确保
人、畜安全过冬。“安排好群众的生活，是做好一切工作
的基础和保证。”

1963年1月16日傍晚，天气格外寒冷，大雪纷纷
扬扬。上级拨来的救济棉衣到了兰考，焦裕禄想到这
风雪之夜灾区群众还在挨冻，就连夜行动，带领干部立
即把棉衣发到群众手中，发完棉衣，已是凌晨1点多
钟，但他没有歇息半刻，又拉着架子车送棉衣到爪营公
社去，一路上天冷雪滑，累得满头大汗。虽然辛苦，但
焦裕禄却更关心群众冷暖，他说：“比起战斗中牺牲的
烈士们，这点辛苦算什么。想想正在受冻的群众，你就
再也感觉不到累了。”

一天夜里，焦裕禄刚看完文件准备睡觉，忽然狂风
大雨。他披上雨衣就出去了。爱人和孩子在火车站找
到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出来看一下县城里的水能不
能排出去，城关镇有些群众的住房不牢固，我去转了一
圈看看。”第二天天不亮，焦裕禄马上开会安排全县干部
群众排水。会后，焦裕禄脱去鞋袜、卷起裤腿、打着雨
伞，和同志们赶往水灾最严重的村庄。

焦裕禄在深入农户访贫问苦时曾来到社员张传德
家，看到张传德的爱人抱着一岁的男孩不停地流泪，忙
询问孩子的状况，得知孩子患病在当地治疗了一个多
月不见好转后，他立即给县医院院长高芳轩打电话，又
写了一封信让张传德带上到医院。孩子住院期间，焦
裕禄3次电话询问病情。经过25天的治疗，孩子痊
愈。张传德夫妇非常感激焦书记的帮助，逢人便说：

“是焦书记救了俺孩子的命！”
这个原名叫张徐州的小孩，在焦裕禄逝世后，改名

叫张继焦。张继焦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焦书记的救
命之恩！”

……
熟悉焦裕禄的干部群众都说，时刻把群众冷暖挂

在心上，焦书记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强烈的责任意识。

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焦裕禄生活极其简朴，他盖了多年的一条棉被上

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帽子戴了七八年，
风吹日晒变了颜色；鞋底磨透了几次，补了再穿都舍
不得扔。他常说：“等到国家富强了，群众生活富裕
了，再买新衣服穿。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咱也
得为国分忧，过几年紧日子。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整
天想的是穿戴吃喝，不讲革命工作，怎么行呢？”

在今天的兰考县，人人都知道焦裕禄让儿子补戏票
的故事：焦裕禄刚来兰考不久，他的大儿子焦国庆去看
戏没买票。焦裕禄知道后严肃地问道：“以干部子弟的
身份看戏不买票对吗？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
宜，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是一种剥削
行为。”焦裕禄从自己兜中掏出了两角钱交给了儿子，
语重心长地说：“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为人民服务
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县委书记，就搞特殊。明天
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向他承认错误。”

因为家人看“白戏”，焦裕禄还起草了影响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的《干部十不准》。

对待家人、亲戚，焦裕禄一直教育他们不能贪图享
乐、怕苦怕累，要勇于到艰苦的地方锻炼思想和身体。

焦裕禄爱人哥嫂为了让儿子能在县委当个通信
员，曾和他说了很多次，焦裕禄简洁地回答道：“我是县
委书记，不能违反国家政策随便用人。现在农业上需

要知识青年，叫他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好好干吧。”
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了，许多人都来介绍工作，面对

众人的“热情”，焦裕禄却说：“不能让她去干这些工作，她长
这么大，还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一定要找个又脏又累的活
儿让她干，补上劳动这一课。”他亲自将女儿送到食品加工
厂，对厂长说，你把她分到酱菜组，这对改造她怕脏怕累的
思想有好处。你们不要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看待。

1963年1月中旬，焦裕禄看到县委墙上福利救济名
单上有他的名字，有些吃惊，问明原委后，他郑重地说：“发
放救济款，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要把它当成政治任务
去做。要教育干部，对待生活上的困难，首先要依靠自己
省吃俭用去解决。我们都有工资，不能两眼向上，坐等救
济。”为此，焦裕禄召开机关党员大会，他说：“我们时时、事
事应该首先想着群众，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肯自己苦一些，也不要随便要国
家的救济。我们是县委机关，更应该给全县干部做出榜
样。”

今天，焦裕禄精神已化为强大动力，推动着一代代兰
考人民继续前进。焦裕禄的故事在兰考县城镇乡村家喻
户晓。在张庄村里，村妇联主席刘艳梅对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说，焦裕禄虽然已经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他的事
迹乡亲们一直传颂着、怀念着，鼓舞着我们脱贫致富奔小
康。这里的妇女已经实现了“看住家、顾住娃、不出家门挣
钱花”的梦想。从兰考人民如今幸福的笑脸上，人们能深
刻感受到焦裕禄精神一直传承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不仅是人民的心愿，历史的选
择，更是时代的呼唤。兰考县妇联主席王海杰说：“焦裕
禄的精神直指人心，触动灵魂，历久弥新，不因岁月尘封
而失色，不因时代变迁而黯然。”

当年为了防治风沙，兰考人民跟随焦书记种下的泡桐
树，已经成为兰考的“县树”。站在焦书记亲手种下的“焦
桐”树下，人们更加怀念守候在沙丘下已经整整57年的“焦
书记”。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苏建军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著
名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焦裕禄的事迹一下子感动了亿万中
国人民。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来焦
裕禄纪念园参观学习，深深地被焦裕禄精神震撼着。”
近日，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主任陈百行
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说：“焦裕禄精神有
如此巨大的魅力，在中原大地上塑造了一座不朽的精
神丰碑。”

陈百行介绍，2009年春天，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
近平同志来到兰考焦裕禄纪念园，瞻仰焦陵，参观焦裕
禄事迹展，将焦裕禄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亲民爱民、艰
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2014年，习
近平总书记把兰考作为他的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再
次来到兰考，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从公仆情怀、求
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四个方面阐述了焦裕禄精
神的深刻内涵。同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
兰考县与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
汇报时，充分肯定河南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
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
使焦裕禄精神焕发了新的活力。2019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刚刚
启动时视察河南，再次强调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
们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指明了准确方向。

不忘初心，学习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
那股亲劲

如何不忘初心，学习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那股亲
劲？陈百行说，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一心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大雪封门夜，他访

贫问苦，一句“我是您的儿子”，让多少人热泪盈眶。
陈百行认为，焦裕禄把群众装在心里，群众也永远将

他的名字刻在了心上。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去世的
消息传回兰考，兰考的群众无论如何不愿接受这个残酷
的现实。当时高皂头村的靳梅英老大娘听说后，就一个
人迈着小脚步行10多里地赶到县委门口，当看到讣告上
焦裕禄的照片时，一下子瘫倒在路边，双眼紧盯着照片，
任谁劝、任谁拉都一动不动，整整坐了一夜。

时至今日，兰考人民依旧缅怀老书记的恩情。陈
百行介绍，阎楼乡有位75岁的老人赵玉华，每逢清明
和焦裕禄祭日都会蒸几个馍馍送到焦陵，他说：老书记
活着的时候为了治三害，一天好日子没过上，现在沙丘
上长出了好庄稼，得让老书记尝尝。

有人问：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
人？陈百行说：“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
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共产党人就是真正把老百姓放在
心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牢记使命，学习焦裕禄抓工作的那股
韧劲

如何牢记使命，学习焦裕禄抓工作的那股韧劲？
陈百行说，焦裕禄说过一句话，认准了，就要抓住死不
丢。他追风沙要追到沙落地，查流水要查到水归河，不
取得胜利就决不收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

陈百行说，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种植的泡桐
树，今天已经成为“绿色银行”。兰考泡桐是做民族乐
器音板的好材料，如今兰考已有近600家民族乐器厂，
生产的民族乐器广销海内外，年产值达100多亿元，成
为兰考的支柱产业之一。2017年，中国家具协会授予
兰考县“中国品牌家居生产基地”的称号。陈百行认
为，兰考泡桐乐器产业之所以发展壮大，都是焦裕禄同
志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兰考人民传承弘扬焦裕禄精

神取得的成果。

坚定信念，学习焦裕禄干工作的那股
拼劲

如何坚定信念，学习焦裕禄干工作的那股拼劲?陈
百行说起了一个故事：1963年夏的一天，大雨滂沱，焦裕
禄说，这正是探清水路的好机会，他带着3个同志冒雨出
发了，雨太大，根本看不清路，他们就一人拿着一根高粱
秆，用来探路，蹚着水往前走，边走边绘制地形图。由于
长时间泡在雨水里加上劳累，焦裕禄的肝病又犯了，随
行的人都劝他回去，并再三保证一定会完成任务，但焦
裕禄坚决不同意，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还是坚
持走下去。夜幕降临时，他们来到了金营大队。党支部
书记李广志见到县委书记吃惊地说：“下这么大的雨，您
怎么来的呀？”“撑船来的呀。”焦裕禄扬了扬手中的高粱
秆，风趣地说。谈完工作，党支部要给他们派饭，焦裕禄
连忙摆手说：“雨下得这么大，烧柴困难，不要再麻烦群
众了。”他们又饿着肚子连夜回到了县里。

陈百行认为，是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信念，给了焦
裕禄奋力向前的力量。他用一个个实际行动践行了忠
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职责的使命，他把个人的命运同
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拼劲背后的支撑是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

陈百行介绍，当年，为激发兰考人民的干劲，焦裕
禄树立了四个著名的红旗村，赵垛楼村就是其中之
一。如今，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赵垛楼村党员群众认
为，要想改变村容村貌富裕起来，就必须重拾“赵垛楼
的干劲”。赵垛楼选出了新的党支部，举行了“干劲儿
评比大会”，激发群众的内在动力。现在赵垛楼村的哈
密瓜已经发展到153个大棚，每年为群众增收300余万
元。而这只是兰考众多乡村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

今天，兰考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
幅宜居宜业、宜文宜游的美丽画卷正在兰考大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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