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

考工作，1964年3月离开兰考去
外地治病，在兰考工作了470多
天，1964年5月14日病逝，年仅42
岁。焦裕禄离开这个世界已经
56年了，焦裕禄精神却成了一座
丰碑，屹立在亿万人民心头。

今年8月16日，是焦裕禄诞
辰98周年。这一天，淄博市委书
记江敦涛带领各大班子领导同
志在焦裕禄纪念馆，主持召开了
做焦裕禄式好干部述职会，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学、
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争做焦
裕禄式的好干部，担当作为、用
心实干，为加快建设务实开放、

品质活力、生态和谐的现代化组
群式大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为老工业城市的淄博，早
早就吹响了推进高质量发展和
打造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的冲
锋号，正在实现凤凰涅槃、加速
崛起的路上奋勇向前。在新旧
动能转换推进过程中，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突
出问题，我们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
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决战决胜靠装备、靠人员、
靠战术，但是最根本的是靠精
神、靠血性！在这里，我向全市
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改革战线
的同志们，推荐两部反映抗美援
朝战争的纪录片《上甘岭战役》

和《冰血长津湖》。”淄博市重点
改革攻坚动员会议上，淄博市委
书记江敦涛这样说。如今正值深
化改革的攻坚期，上甘岭战役和
长津湖战役敢于牺牲、敢于胜利
的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与如今的淄博相比，焦裕禄
所面对的兰考要更为困难。在
下乡考察之后，焦裕禄放了狠
话：“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
有深厚的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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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裕禄走到哪里，就把实干
苦干的标杆树到哪里。每当风
沙最大时，他都带头下去查风

口、探流沙；每当雨下得最大时，
他都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
水流势和变化。得知自己病情
很重时，他豪迈地说：“活着没有
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
治好。”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的奋斗精神，生动体现了他对事
业和责任的担当。

学习焦裕禄，我们怎么做？
其实，路径早已给出，那就是

深学、细照、笃行。深学，就是把
焦裕禄精神学习好、领会透，要触
及灵魂才能改进作风；细照，就是
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找
出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从差距中
增添动力和措施；笃行，就是要向
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
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

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
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
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
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
的好党员、好干部。

对标榜样，是对焦裕禄最好
的纪念。

伟大的事业呼唤崇高的精
神，崇高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焦裕禄的故乡——— 淄博将在传
承焦裕禄精神的同时，迎来新的
发展阶段。对于淄博来说，要充
分发挥焦裕禄故乡的政治优势，
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厚
植爱民情怀，激发拼搏干劲，为
推动淄博凤凰涅槃、加速崛起、
再创辉煌凝聚磅礴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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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

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

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

众，帮助群众。 ——— 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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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
了短短的42年，却感动了几代中
国人。

每年的焦裕禄逝世纪念日和
清明节，位于河南兰考的焦裕禄
陵园和位于山东博山的焦裕禄纪
念馆内，人们从全国各地自发前
来，祭奠、怀念这位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好公仆。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
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
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日伪
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
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
上吊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
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
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
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
主当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
裕禄从宿迁回到家乡。当时他的
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
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

活动。在焦裕禄的主动要求下，
他当了民兵，并参加了解放博山
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中
国共产党。不久，参加区武装部
工作，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之
后，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
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
离开山东，来到河南，分配到尉氏
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
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
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
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和
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
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到洛阳矿山
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曾任
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
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
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
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

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
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
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
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
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
平。“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
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拖着患有慢性肝
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
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
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
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
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
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
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
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
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
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
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
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
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

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
有力武器。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
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
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
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
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
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
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
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
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
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
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
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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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
命烈士。同年，新华社播发长篇
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焦
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
事迹。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焦

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
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
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
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
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利用焦裕
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制
作乐器、家具等，也成为兰考致富
奔小康的一项重要产业。

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
财富，留给家人良好的家风。他
的儿女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
业工作。如今，已60多岁的二女
儿焦守云把主要精力放在讲述父
亲的事迹上，她说：“宣传好焦裕
禄精神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
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殁
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
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
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
亿万百姓心中。 据新华社电

党的好儿女 人民的好公仆

对标榜样，是对焦裕禄最好的纪念
本报评论员 王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