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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门前的雕塑。
本报记者 张 洋摄

图②：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为
参观者讲述焦裕禄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图③：河南省兰考县泡桐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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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南省兰考县政务服务中心，首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条标语“学习焦书
记 一心为百姓”“让群众好办事 为群众办
好事”……

顺着办事指引仔细看，这里的功能真
不少：共入驻 52家单位，可办理审批服务
事项2260项，设有269个窗口。

这天，市民李先生前来办理不动产登
记证件。受理材料、核查信息、缴纳契
税、领取证件，一个窗口挨着一个窗口，
同一个楼层，流水化作业，不用四处跑。

在企业公章受理点，工作人员一边帮
助刘先生清点申报材料，一边热情招呼
他：“新开办企业的，可以免费提供印章刻
制服务。”

有的群众来办事，径直走向自助服务
区。这里 24小时不打烊，政务一体机具备
诸多功能，群众有事可以随时办、自主
办、一网通办。

“即便不来政务服务中心，群众也能办
成事。”兰考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副
局长文超介绍，目前兰考县构建了县乡村
三级政务服务体系，群众家门口就有办事
网点。还有人足不出户，直接在网上办事
大厅提交电子材料、申请办理业务。

办事的渠道丰富了、操作智能了、效率
提高了……在文超看来，这里日新月异的
变化，源于体制机制的改革，源于技术手段
的革新，也与焦裕禄精神的激励分不开。他
说：“亲民爱民、为民造福，努力做焦裕禄式
的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郑俊龙连续3年
评优，谈到弘扬焦裕禄精神时说：“遇到老
年人、残疾人，主动上前帮一把；遇到有
困难的群众，将心比心去解释引导。就是
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用情用
力服务，让群众好办事，为群众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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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桐成林，郁郁葱葱。课堂上，焦裕禄
干部学院的张冲老师正在讲授课程“焦裕禄
在兰考的475天”，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阐述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
斗精神、道德情操。

课堂上座无虚席，学员们听得认真、记得仔
细。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信
访局副局长宫杰斌听到动情处热泪盈眶。他
说：“心灵深受触动，精神得到洗礼。焦裕禄同
志教会我们，心中要装着人民，做事要有方法。
我要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工作中，把群众当亲人，
认真做好信访工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焦裕禄干部学院是全国党员领导干部党
性教育培训基地，来这里培训学习的学员络
绎不绝。近年来，学院着力打造特色教学体
系，开设了“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焦裕
禄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焦裕禄的领导艺
术”等课程，开辟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焦
桐广场、黄河故道东坝头等现场教学点。

为了把焦裕禄精神发扬光大，焦裕禄干
部学院的教学还走出了校门，走到全国很多
地方，走进中央和国家机关，走上互联网平
台。“有一次我到一个单位去讲课，在线观看
人数达到数十万人次，这让我深受鼓舞。”张
冲说，“每一次讲课都是一次对榜样的仰望，
促使我们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把焦裕禄精神
研究好、弘扬好。”

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焦裕
禄干部学院副院长王文凯表示，学院要继续
加大课程研究力度，创新教学形式，把焦裕
禄精神这一红色资源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党
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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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有一
张广为流传的照片，肩披外套、双手
叉腰、侧脸目视远方，背后斜伸出一
枝泡桐。照片中那棵泡桐，便是 1963
年焦裕禄同志亲手栽下的，被兰考人
民亲切地称作“焦桐”。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焦桐”挺拔伟岸，亭亭如盖。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
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时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
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
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
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
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
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
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焦
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让焦裕
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
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
的面前”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内，一幅幅照
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了焦裕禄
同志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兰考工
作的475天。

为什么当年选择泡桐树防风沙？
泡桐树耐沙荒、耐盐碱、耐瘠薄，它
的根扎地特别深，少则几米，多则近
20米。正是根扎得深，泡桐树才得以
成活，从而改变兰考的生态面貌。

为什么今天的“焦桐”踔厉风
发，就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兰考的
土地上；为什么说焦裕禄同志是一座
永恒的丰碑，就是因为他深深地扎根
在人民群众中。

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讲述，一
个个故事令人动容。

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焦裕禄同
志带着县委委员来到火车站，看到外
出的受灾群众，他说：“党把这个县
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
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又是一个冬日，冰雪严寒。天刚
放亮，焦裕禄同志就召集机关工作人
员，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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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他就带着救济粮
款，和大家顶着风雪出发了。

在梁孙庄，焦裕禄同志走进一间
低矮的茅屋，看望双目失明的老大娘
和身患重病的老大爷。老人问：“你是
谁啊？”焦裕禄同志回答：“我是您的
儿子！”老人听了，眼里噙满热泪。

“我是您的儿子”，这是一名共产
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深情的回答，至今
听来仍然直抵人心、发人深省。“百姓
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
本色永远不能丢。

经过党员干部群众的不懈奋斗，
兰考于 2017 年摘掉“贫困县”帽子，
实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改变兰考贫
困面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夙
愿。今天，兰考进一步确立了建设

“幸福兰考”的目标。2020年财政投入
63.26 亿元，推动教育、医疗事业发
展，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

采访期间，兰考是雨水天气。7
月 28 日，记者采访结束已是晚上 9 时
许，当地干部起身后说，他们还要连
夜住到村里去，要盯人盯户开展防灾

巡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当年的兰考有“三害”——盐
碱、风沙、内涝。“三害”不除，群众
生产生活很难有改善。

在焦裕禄同志的带领下，兰考县
委组建了“三害调查队”120人，走访
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
2500公里，记录全县84个风口、1600
座沙丘，把县里所有的洼地、淤塞河
道绘图编号，绘制了一幅改造兰考的
蓝图。调查工作非常艰辛，焦裕禄同
志身先士卒，有同志担心他的病情，
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他说，“吃别人嚼
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同志高度重视问计于民。当
年，他调研时看到，村民挖淤泥盖在沙
上的方法管用，随即带着大家翻淤压
沙，然后栽上树，沙堆就固定住了。这种
方法被焦裕禄同志称作“贴膏药”。

最终，焦裕禄同志总结出除“三
害”的方针、方法，兰考除“三害”
取得显著成效。到 1965年，兰考县初
步实现粮食自给。

摸清了底子，找对了路子，就能
走稳解决问题、赢得发展的步子。时
至今日，焦裕禄同志的求实作风依然
给人启迪。兰考的干部谈到今天兰考
的发展，表示要传承好作风、扛起新
使命，对表对标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结合兰考实际，坚定不移践行“把强
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
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

如今，当地党员干部进村入户，
深入走访，绘制了一张乡村振兴新蓝
图，把全县 463 个行政村 （社区） 分
成了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特色保
护、整治改善、搬迁撤并等多个类
别。尊重规律、尊重群众，掌握实
情、科学施策，兰考人民正在奋力谱
写发展新篇章。

“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
逞英雄”

上任时，焦裕禄同志许下誓言：“拼
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病危时，他留下遗言：“活着没有治好沙
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焦裕禄
同志的两句话彰显了共产党人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的责任与担当。

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一把有一
个大窟窿的藤椅吸引参观者驻足。焦
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曾回忆道：“父
亲肝疼时，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
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
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当时，由于连年受灾，兰考外出
逃荒的人很多。兰考县委此前成立了

“劝阻办公室”，但并不解决问题。焦
裕禄同志到任后，果断撤掉“劝阻办
公室”，改为“除三害办公室”。他
说，“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为激发全县上下发愤图强的热情
和干劲，焦裕禄同志多次在兰考县委会
议上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推动
树立了韩村的精神、赵垛楼的干劲、秦
寨的决心、双杨树的道路“四面红旗”。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 是一篇焦裕禄同志没有来得及写
完的文章。革命自有后来人，兰考一
代代党员干部群众继承焦裕禄同志的
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把文章
续写在兰考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诠释

“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

兰考东坝头镇张庄村，曾经有个
当地最大的风口，遍地是沙丘。如
今，经过不懈奋斗，张庄村碧水潆
绕、绿丛红花，旧貌换新颜。村子还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
一天天红火起来，大家将村里的主干
道命名为“幸福路”。

在兰考，这样的变化处处可见。
焦裕禄同志带着大家种下的泡桐，今
已蔚然成林。据统计，兰考县种植泡
桐 500 余万株，面积 40 余万亩。基于
这一特色优势，当地大力发展家居产
业，全县家居及木制品加工企业 1000
余家，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曾经的

“救命树”变成了今天的“摇钱树”。

“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

“这是焦书记盖过的被子，有 42
个补丁；这是他用过的褥子，有36个
补丁……”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讲解
员展示，焦裕禄同志生前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他的衣、帽、鞋、袜都是
补了又补、缝了又缝。

焦守凤是焦裕禄同志的大女儿。
中学毕业后，她本想靠爸爸谋一份好
工作，但是焦裕禄同志坚决不同意。
后来，她在兰考的食品加工厂当临时
工，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在兰考，“不准儿子看白戏”的故
事也家喻户晓。一次，焦裕禄同志的
儿子为了看戏，告诉售票员“焦书记
是我爸爸”，没买票就进场了。焦裕禄
同志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
叫来训了一顿，要求孩子立即把票钱
如数送到戏院。

焦裕禄同志还研究制定了“干部
十不准”，明确提出不准送戏票，礼堂
10 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
部；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食大吃大
喝、请客送礼等。

树廉风、严家风、抓作风，焦裕
禄同志“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
兰考县党员干部群众信任、信服的

“领头雁”。尽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了，焦裕禄同志的故事依然脍炙人
口，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焦裕禄同志
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跟党
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
彩。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
过时，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
光大。”

近年来，河南省深入开展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活动，推动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自觉加强党性锤炼，认真践行群众路
线，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河南省积极利用焦裕禄精神
等红色资源，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
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每年来焦裕禄干部学院学习的学
员络绎不绝，大家深学、细照、笃行，争
当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前来参
观学习的贵州省罗甸县罗悃镇镇长陈
芳说：“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为民情怀，就
要真心倾听群众声音，真情关心群众疾
苦，真诚为群众办实事。”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文化艺术中心研究员马金星
说：“我们要从焦裕禄精神中汲取力量，
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
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为党和人民争
取更大光荣。”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今，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好传统带进新
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努力
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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