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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恒的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兰考工作二三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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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17

日来
到他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的联系点———河南兰
考县。兰考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总书记
说， 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

50

年
了， 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

本周《旧闻》让我们一起再读焦
裕禄，从字里行间中重温他时刻
牵挂群众冷暖的质朴情怀。

焦裕禄用过的棉衣和被子

焦裕禄在田间

艰苦奋斗
●1963

年
8

月，焦裕禄的小孩儿找爸爸要钱买新铅
笔，焦裕禄看看铅笔头说还能用。 过了几天，孩子又要新
铅笔。焦裕禄看着笔头说，还能用。最后，铅笔用到像一粒
花生米那样长了，孩子又要换新的。焦裕禄从抽屉里拿出
一个笔帽往铅笔头上一套说

:

“这不是还可以用吗？ ”然
后，焦裕禄又给孩子讲，生产一支铅笔多么不容易，教育
孩子要爱护工人叔叔的劳动成果。

●1964

年
2

月
7

日， 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
棉花。 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决
定照顾他

3

斤棉花，让他换件新棉袄。同志们怕焦裕禄不
要， 就把

3

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 焦裕禄知道这件事
后，又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 他对救灾办公室
的同志说

:

“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

我的棉衣破点，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
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
准看齐。 ”

实际上，焦裕禄的许多衣物都该换了。一床被子用了
几十年，被里烂了就翻过来用，衣服、鞋袜补了又补。爱人
徐俊雅总想给他换件新的， 而他却常常对家属说

:

“现在
兰考遭灾，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

比我要饭时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 ”有
一次，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又破了，焦裕
禄又让爱人徐俊雅缝补。 徐俊雅一看实在是破得不能再
补了，就不愿意补。 焦裕禄又求岳母给缝补，焦裕禄的岳
母也说太破不能补了。 于是，焦裕禄就自己动手缝补，还
笑着说

:

“补丁多了，穿着结实。 ”

求真务实
●1963

年
3

月，在一次县委会上研究造林问题时发
生了争论，有人主张把树种到沙丘上、风口上，防风固沙；

有人主张种到大路旁，绿化环境。焦裕禄总结时说
:

“两种意见
都有道理，都应当实现，但有个步骤问题。 我的意见是‘先顾吃
饭，后顾好看’。 ”大家觉得这个总结全面周到，主次分明，扼要
生动，争论双方都愉快地接受了焦裕禄的意见。

●1963

年
3

月
13

日， 从河南桐柏县调了一批花生
种子运到兰考， 焦裕禄提议分配时先保证适合种花生的
重点地区。 县委决定给老韩陵

5000

斤花生果，焦裕禄和
城关区长亲自组织群众剥皮。播种时，焦裕禄又和社员一
起点播。之后，焦裕禄经常到花生地里除草、治虫、查看花
生的生长情况。

●

焦裕禄平时很少照相，他在兰考留下的
3

张照片，

两张都是趁他不防时偷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
都没有留下。开追悼会时，还是用的

1949

年的照片。这主
要是因为焦裕禄不让拍他。很多次，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
刘俊生想拍下焦裕禄与群众一起忘我工作的镜头， 但均
被焦裕禄制止了， 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
镜头。

难得的一张照片是在
1963

年
9

月的一天拍下的。当
时，焦裕禄到城关公社胡集大队朱庄检查工作，看到他春
天栽的那棵桐树长得很旺盛， 其他同志都要求焦裕禄在
这棵树下留个影。 刚开始他不同意，刘俊生这次斗胆“批
评”起焦裕禄

:

“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

对群众的鼓舞不就更大吗？”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
理，就大笑说

:

“好吧，叫你照！”接着他又说
:

“我爱泡桐树，

就在泡桐树旁拍一张吧！ ”于是，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这
才给他拍了一张难得的“生活照”。

●1963

年
7

月的一天，焦裕禄下乡检查工作路过金
营大队郭庄时，他突然跳下自行车向一块高地走去，那里
长着几棵棉花。 焦裕禄说

:

“为啥别的地方不长， 这里长
呢？ ”他捏一小撮土放进嘴里品尝滋味。 随行干部问

:

“焦
书记你咋吃土呢？ ”焦裕禄吐口唾沫说

:

“我的舌头是个化
验器，能随时化验出土里包含的盐、碱、硝的情况。 ”

●1963

年
11

月
19

日至
30

日， 焦裕禄组织除三害
办公室、农业局、科委和各公社农机站等有关部门

64

人，

对全县碱地面积、分布情况、地下水位进行全面丈量、调
查。在普查期间，焦裕禄经常带着行李，拿着干粮，挎着水
壶，和盐碱普查队的同志一块下去。为了弄清一块盐碱地
情况，他们反复丈量，挖掘地下水，焦裕禄经常用嘴品尝
含盐碱成分。 焦裕禄说

:

“用舌头一舔，咸的是盐，凉的是
硝，又骚、又辣、又苦的是马尿碱。 ”

经过
10

多天的艰苦工作，焦裕禄与普查队一起掌握
了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让大家把盐碱地分牛皮碱、 马尿
碱、瓦碱、卤碱、白不卤、其他碱

6

类进行分类统计，绘制
出全县盐碱分布、分类图。他们通过对

1963

年全县
35

万
亩积水地进行详细调查后，进而分析得出结论

:

内涝是形
成盐碱地的根本原因。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焦裕禄年谱

1922

年
8

月
16

日， 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北崮山村。

1943

年秋，焦裕禄在江苏宿迁县给地主当
长工。

1945

年，焦裕禄在家乡参加民兵，并参加
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

年
1

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
参加县武装部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 焦裕禄带领民兵参加过不
少的战斗，后调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

查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离开山东，到河
南尉县工作，先后担任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
副书记、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等职。

1951

年，先后在陈留地委、郑州地委担任
共青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

年
6

月，焦裕禄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
造厂

,

先后担任车间主任、科长等职
,

在此期间到
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一年。

1962

年
6

月，焦裕禄重新回到尉氏县并但
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2

年
12

月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先后
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1963

年
9

月，他调查总结群众的抗灾救灾
经验，在全县推广“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
垛楼的干劲，双杨村的道路”。

1964

年
5

月
14

日， 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
发逝世，终年

42

岁。

1966

年
2

月
1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
革命烈士称号。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