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高雅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本报讯（符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王帅杰）眼下，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 5
万亩芡实喜迎丰收季，当地村民参加采摘
喜迎丰收。近年来，当地变水害为水利，
推广适宜低洼易涝地区种植的芡实，发展
生态农业、规模化种植，小芡实已成为名
副其实的富民大产业。

在淮滨县期思镇垚淼芡实种植专业
合作社 500 亩连片种植基地，一群白鹭在
层层叠叠的芡实叶子上“打闹嬉戏”；那边
数十名农民正忙着地采摘、脱粒、冲洗、筛
选、装运芡实。

“我这每天雇佣 30 人，工资 180 元一
天。今年我种了 500 亩多芡实，预计产量
是 17 万斤左右，再除去工资等费用，我每
亩地大概利润是 3000 元左右，总利润是
150万元左右。”淮滨县垚淼芡实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任向阳说。

当地人又称芡实为“鸡头米”。芡实
全身都是宝，芡实根可以煲汤食用，叶子
和剥下来的芡实壳既可以作为生物燃料
也可以加工有机肥料。芡实不仅如此，还
能让当地村民体验到了在家里“上班”的
幸福。

“我在家里实现了就业，还能带孩子，
每月可以拿6000多块，我心里很高兴。”淮
滨县洪楼村村民易善勇高兴地说。

“今年鸡头米迎来大丰收，通过直播
的形式，让四面八方的人能够吃到咱家乡

的土特产，也特别感谢大家，如果想要购
买，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购物车下单……”
当地的人们还将直播搬到了交易市场、芡
实塘边。他们用视觉冲击、现场体验，吸
引了一大批粉丝选购芡实。

“我来自河南郑州，看了直播，专门来
尝一下，刚才我尝了一颗，特别香甜软糯，
我就决定买 50 斤，送给我的家人朋友，让
他们一起来尝一尝淮滨美食。”来自郑州
市的游客张雨帆说。

“通过线上、线下交易，每天芡实交
易量在 6 万斤以上，已销售芡实 70 万余
斤。芡实产业带动了淮滨县多层次村民
群体就业，开启了增收新模式，催生了特
色新农人、物流快递员、网络直播带货达
人等新职业，带动多名群体增收致富。”
淮滨县政府副县长、期思镇党委书记张
伟说。

淮滨县沟塘、湖泊面积大，内涝灾害
严重。低洼田块盈利入不敷出，农民不
愿意种。在几代人的努力下，通过不断
地改良技术，现在芡实非常适合在当地
种植。

截至目前，当地的芡实产业，已链接
农户 3600 余户，每户每年增收两万元以
上，形成了芡实种植、采摘、加工、储存、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吸纳了 5 万多名农
村劳动力从事该产业，产品销往豫、皖、
江、浙、沪等地。

河南省淮滨县：

5万亩芡实正式进入采摘旺季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从四川成都平原往东，越过峰峦叠嶂
的龙泉山脉，有一条逶迤流淌的环溪河。
简阳市云龙镇翻身村就坐落在河岸某处。
2016年，几条水泥路进了村，“雨天一身泥，
晴天一身灰”的窘境一去不返；村里规划建
设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二层小楼
顺利交钥匙，宽敞亮堂的新家让大伙儿对
未来有了更多期待。这一年，在众多帮扶
力量的支持下，翻身村成功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

5年多过去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征程上，干练爽快
的翻身村党支部书记王修珍带领村“两委”
干部不松劲，年轻的驻村“第一书记”卿人
友接过接力棒，翻身村陆续涌现出一批致
富带头人，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8月的
蜀乡大地骄阳似火，翻身村人的一天如何
度过？记者进行了蹲点采访。

劳作，从凌晨一点开始

夜幕降临，翻身村人声渐息，村民掩门
闭户，虫儿放肆嚷起来。

借着朦胧的月光，采桃人仰起头，踮起
脚尖，伸手拉低桃枝，枝头上肥美多汁的水
蜜桃来到眼前，轻轻握住，手腕顺势用力，
麻利儿地摘下。不一会儿工夫，脚边的果
筐就满满当当了。凌晨一点，翻身村花果
山桃园内，果农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天刚亮，山脚传来货车的油门声，那是
拉桃的生意人来了。每天近万斤的水蜜

桃，几辆车分一分，一刻不敢耽搁地运往市
区，想要在早市卖个好价钱。

“新农人”曾中文是这片桃园的主人。
2017年，他放弃了跑出租的老本行，带着多
年积蓄从成都来到翻身村租下这片荒山。
不过5年光景，1.5万多棵桃苗茁壮成长，花
果山已经名副其实，当年的种桃“小白”也
进阶为“达人”。

“一棵树上的桃，成熟时间各不相同，
近一个月的采摘时间，考验人的耐力。”曾
中文留着寸头，黝黑精瘦的脸上透着干
练。他告诉记者，今年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桃园开始进入丰产，市场行情也不错，主力
品种“晚湖景”地头价卖到了 6 元/斤，比往
年高出一截。

说起怎么种好桃，曾中文已经积累了
不少经验。“就说这地里的草，可是有讲究，
不能简单一除了之。”曾中文说，今年气温
高，保留地里的草就可以让土壤保湿。春
天割下来的草也不能浪费，就地还田堆沤
了，是桃树极佳的肥料。

早上9点，城里写字楼的年轻人一天的
工作才刚开始，花果山上的果农已经在收
拾农具，准备“打道回府”。此时，他们已经
在桃园里工作了近8个小时。

晌午，一桌美食犒劳全家

一整个上午，袁昌琼可没闲着。作
为村里的养殖大户，她不仅要喂饱养殖场
内几十头黑山羊和肉牛，还得处理堆沤牲
畜粪便。“只用发酵一个多月，就是天然的
肥料。”袁昌琼停下手里的活儿告诉记者，

养殖场规模虽然不大，但却实践着种养循
环的生态理念，牛羊粪便堆沤发酵后直接
还田为农场 10 多亩畜草提供养分，经济又
生态。

转眼到了中午，日头越来越高，养殖场
内的牛羊依然温顺安静，聒噪的蝉声却一
浪高过一浪。袁昌琼收拾妥当，准备回家
做饭。

此时，翻身村 5 组的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内，不少人家的抽油烟机已经转
动起来。脱贫户王锋热情地把我们邀进
屋内，这是一栋两层小楼，屋外开辟出了
一小方菜园，里面种着黄瓜、豇豆、小葱等
各类蔬菜。客厅明亮整洁，一面墙上贴满
了两个孩子的奖状。王锋笑着告诉记者，
赶上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2016 年一家人
从土坯房搬进了这栋小楼，自己只出了
9500元。

这几年，王锋一直在周边城市的建筑
工地务工，最近才回乡。闲话间，王峰的妻
子已经从厨房端出了一桌子菜，两个孩子
不知道从哪里跑回来，爬上了方木餐桌前
的条凳。“老母亲牙口不好，这次红烧排骨
特意炖得烂软。”妻子一边端菜一边说道。
肉香扑鼻而来，看得出，这是一顿用心准备
的午餐。

巡塘，养鱼人的睡前功课

下午1点半，鱼塘里的充氧机在工作了
近两个小时后，总算歇了下来。

“夏天太阳红火，很快就把水面烤热
了，上下水温如果超过 6 摄氏度，鱼就要翻

肚皮，及时打开充氧机既可以补充水体含
氧量又能让水体上下温度一致，可不能大
意。”村民钟太元 2017 年开始从事白鲢、花
鲢、草鱼、鲫鱼等水产养殖，如今养殖水面
已经超过100亩。

今年，在政府项目支持下，钟太元的鱼
塘上马了尾水处理池。记者看到，尾水处
理池紧邻鱼塘，被分隔为 6 个大小不等的
区域。钟太元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工作
原理——鱼塘尾水首先流入处理池的废水
区，随后会在装有石沙的区域进行沉淀，再
进入装有黑色钢刷的高速旋转区，经过层
层处理，饲料残饵、鱼类粪便以及其他沉积
物质进一步被分离，原本浑浊的尾水变得
清亮干净，便能重新抽回鱼塘中使用，实现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以前为了保证鱼塘水质，只能采用笨
办法，每年换两次水，光是抽水费用就得上
万元。”钟太元说，如今有了尾水处理池，打
开阀门就可以实现尾水处理，水质更好更
稳定，养殖密度也能跟着翻番，相当于养殖
水面直接扩大了两倍。

去年，钟太元与时俱进，搭上了鱼塘管
理的“数字化列车”，安上了远程控制系
统。“不仅可以在手机上一键打开池塘内的
充氧机，而且鱼塘水质情况变化，从手机
App 上就能一目了然，一旦出现问题，系统
会报警提醒。”钟太元说。

鱼儿受不住火辣的日头，也扛不住夜晚
的降温。临近午夜12点，翻身村人已经进入
甜甜的梦乡，鱼塘边却有亮光缓缓移动，那
是养鱼人正在做每天的睡前功课——巡塘。

一个脱贫村的夏日作息表

本报讯（蔡克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操戈 邓卫哲）“不用为欠薪发愁，工
作起来心里也有底了。”近日，在位于海南
省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
农民工老王看着工资到账通知信息，心里
美滋滋的。

为助力优化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保
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护“六
稳”促“六保”。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等一系列举
措，让农民工群体更安心。今年初，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与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签订《海南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开立银行项
目合作协议》，成为政府指定的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工资保证金账户监管资质银
行之一。

据介绍，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通过定
期走访、专班对接新项目工程，确保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监管规定落实落细，保证农
民工工资按时发放。同时，简化代发工资
中间环节，该行将农民工工资从建设资金
单独剥离到专用账户，通过建设方、总包
单位与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三方签订工
资代发协议，由总包单位直接代发工资，
最大程度减少中间环节。

此外，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助力
海南省工资支付数字化平台建设，全力推
进全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线上监管。截
至目前，该行自贸港农民工工资监管项目
已经成功落地项目 67 个，累计代发金额
1.32亿元。

下阶段，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将继续
锚定辖内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单位，为77个
储备项目及新增工程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以科技赋能，不断完善农民工专属金融产
品和服务，提升用工单位的金融服务体验
感，保障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专款专户让农民工更安心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
海玲）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有效扩大青海
省 15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惠农政
策覆盖面。近期，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专
属担保产品“富民担”，该产品实施以来，
有效满足了乡村振兴多层次、多样化的融
资需求。

近年来，青海农担公司坚守政策性定
位，坚决扛牢破解三农融资难题的使命担
当，不断创新财政支农机制，精准发挥资
金使用效益，在撬动农村金融有效供给、
助力打造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独特作
用。为有效落实乡村振兴“八大行动”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公司结合实际，积
极创新特色担保产品，与中国农业银行青
海省分行加强合作对接，共同制定整体服
务方案，并第一时间完成产品流程设计上
线工作。

据悉，“富民担”产品主要服务于全省
1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持续
稳定经营种植、养殖、加工、流通行业的个

人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当前正值夏季
放养周期，农牧户急需资金扩大养殖规
模，资金需求迫切。省农担各分公司及时
与重点帮扶县进行工作对接，建立常态化
联络机制，全面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帮扶县
工作场景，通过宣传农担服务三农发展的
重要作用，帮助广大农牧户了解“富民担”
产品优惠政策、准入条件、申报程序等，深
入挖掘融资需求。一个月内已为247户农
牧户，提供担保贷款 3820 万元，最大限度
缓解了当地脱贫群众的资金需求压力。

“富民担”产品的上线，将进一步扩大
对省内农牧业经营主体的信用担保覆盖
面，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举
措，成为解决重点帮扶县农牧业经营主体

“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手段。下一步，
公司将紧抓契机，进一步强化与省市县乡
村振兴部门、全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的联系，深入镇村基层一线，广泛宣传
以“富民担”为代表的系列农担产品，与各
地金融机构联合推进农担业务，让政策性
农担惠及更多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为全
省乡村振兴事业积极提供金融支持。

青海农担推出服务乡村振兴专属担保产品

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山邑村，一幅幅墙画让乡村“颜值”提升，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拍照“打卡”。近年来，姚关镇紧紧围绕“红色+绿色”的思路，将杨善洲精神、农耕
文化等精神内涵融入画中，把山川风物、四时美景搬上墙面，实现一墙一文化、一墙一风
景，为全镇美丽乡村再添新景致。

林弋茸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摄

□□ 新华社记者

8月16日，是焦裕禄的生日。如果他
还没有离开我们，今年就是100岁了。

位于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前
的焦桐广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
瞻仰焦裕禄亲手栽下的“焦桐”。习近平
总书记当年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写下的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被镌刻于巨石之上。
“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

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
岁月流逝，精神永恒。焦裕禄，这个

永不褪色的名字，在新时代依然直抵人
心、催人奋进。

怀念
——如同那棵挺拔笔直的

焦桐，他永远在人民心中

在父亲该过100岁生日之际，二女儿
焦守云又来到了焦裕禄魂牵梦绕的兰
考——此前她从山东淄博、辽宁抚顺、江
苏宿迁、河南洛阳等地一路走来，追寻父
亲的生平足迹。

焦守云如今又来到父亲亲植的泡桐树
旁：“您走过的地方，都发生巨大的变化。
您牵肠挂肚的兰考，已全面摆脱贫困，走上
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兰考，曾
经是个穷窝。黄河在这里改道北流，留下
一眼看不到头的黄沙。1962年冬天，在风
沙、内涝、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焦裕
禄来到了兰考。

到任第二天，他就下乡去了。农民的
草屋、饲养棚、田间地头……一年多的时
间里，焦裕禄跑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
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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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上任前，
焦裕禄这样向组织立下誓言，“拼上老命，
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只有1年多，因病
辞世已有 58 年，兰考人却依然念着他的
好，他的故事口口相传。如同那满坡满地
的泡桐，他深深扎根在人民心里。

斯人已逝，焦桐长青。焦裕禄带领兰
考人民在飞沙地、老洼窝、盐碱滩种下的泡
桐树，已成为“绿色银行”，造福千家万户。

每天一大早，80岁的老党员魏善民都
会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带着扫帚、簸箕，
出现在焦桐树下。

“如果他还活着，看见它现在仨人都
合抱不过来，不知得多高兴。”魏善民轻轻
抚摸挺拔笔直的树干，然后慢慢弯腰俯
首，清扫地面。

依稀仿佛，他又回到了漫天风沙里。
焦裕禄对他说：“小伙子，咱俩一班，翻沙
种树。”

“焦书记咋干，俺就咋干。俺们吃啥，
他就吃啥。有时候他拿树苗我刨坑，有时
候我拿树苗他刨坑。”焦裕禄当年和乡亲
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在胡集大队栽下
了首批50亩泡桐林。临走前还留下粮票
和钱，叮嘱说“栽树不护，等于不栽”。

有一棵小树苗被扔在道边，焦书记把
它捡回来，认认真真地栽下去：“别看它
小，树干直，长大了也能挡风沙。”

泡桐树 8 到 10 年便可成材。每次乡
亲们伐旧补新，焦裕禄亲手栽种的那棵树
都会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

50多年过去，焦裕禄栽下的这棵泡桐
已是参天大树、华盖如云，树围约5米，3个
成年人伸开双臂才能勉强合抱一圈。

几乎每个在焦桐下休憩的兰考人，都能
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勾勒出那个顶风冒
沙、蹚水排涝的身影。当地一些上了年纪
的人一提起焦裕禄，都会亲切地称他为“老
焦”；每年新麦收获后，总有农民从家里带
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在焦裕禄墓前……

“啥时候也不能忘了，这棵焦桐是咱
兰考人心上的树！”看护过焦桐的父亲临
终时，曾经这样叮嘱魏善民。如今，魏善
民的三儿子已经跟着父亲上岗了。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只有 475
天，为什么兰考人对他的怀念却跨越半个
多世纪而不减？

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曾经回忆说，老焦
病危躺在床上还在问县里的工作、问生产情
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吗？赵垛楼的庄稼
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
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焦守云这样回忆她的父亲：“他的眼
睛里能看见百姓的苦。从小就教育我们
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一个党的干部，把热血乃至生命都奉献给
了这片土地，老百姓怎么会不铭记他、感
念他？

初心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守的是人民的心

“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洗脸擦黑、改造
思想、提高觉悟、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密
切群众联系，当人民的好干部。”这份近日
刚刚发现的珍贵手稿，记录的是1952年焦
裕禄在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开展土改复查
工作的心得。

字里行间，读得出焦裕禄对做好群众
工作的细致思考和真情实意。

“他真的是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78岁的肖亮臣是当年兰考
泡桐实验站的研究员。1963年的夏天，正
在除草的他突发疟疾，焦裕禄及时发现了
他的病情。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每天都
有繁重的工作，自己也深受肝病疼痛的困
扰，但他还是第一时间亲自给肖亮臣送来
了救命药——奎宁。

肖亮臣一直珍藏着一个焦裕禄用过
的旧挎包。“那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就
是他公仆情怀的最好写照。”

人们在焦裕禄的日记上看到这样一
段话，以“三棵树”比喻共产党人的精神品
格——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
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
雪地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还要像
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
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
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读懂焦裕禄精神，就
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焦裕禄日记本中提
到的‘三棵树’，正是对他一生最生动的写

照。”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说。
谁惦记着老百姓，老百姓就永远念

着他。
每当回忆起60年前和焦书记的初见，

耄耋之年的雷中江都会热泪纵横。
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兰考火车站

里，挤满逃荒的灾民，雷中江也在其中。
焦书记走过来和他搭话，握住了他的手，
一边说着“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你们受苦
了”，一边泪珠在他眼眶里打转。

“那场面，一辈子难忘！”雷中江哽咽了，
“焦书记穿得很朴素，没官架子，就像亲人。”

这样一个场面同样令人难忘：焦裕禄
迎着大风雪，走进一户无儿无女的老人
家，老大爷卧病在床，老大娘双目失明。
焦裕禄一进屋，就问寒问饥。

“你是谁？”“我是您的儿子。”这段朴
素而真挚的对白，穿越时空，叩击着每一
个聆听它的心灵，映照着共产党人躬身为
民的炽热情怀。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兰考县的
115个扶贫工作队奔向115个贫困村。大
雪漫天，孟寨乡憨庙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翟
世栋挨家挨户走访贫苦户，却不知自己
的母亲出门买馍摔得骨折；仪封乡耿庄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赵大鹏满怀歉疚，因
为忙于工作陪儿子看电影的承诺始终没
兑现……数百个“第一书记”、扶贫队员们
踔厉奋发，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

1963年的春天，不满周岁的张徐州得
了重病，是下乡考察的焦裕禄救了他的命。
后来，为了铭记这段恩情，他改名张继焦。

2015年，张继焦到兰考县许河乡赵楼
村驻村扶贫。两年多时间里，他带领乡亲
们修路修桥、发展特色种植，还自掏腰包
资助贫困家庭。

“焦裕禄的精神始终在传承。”兰考县
焦裕禄纪念园退休干部张继焦说。当地乡
亲们至今还保留着他的信息联络卡，隔三
岔五就会打电话，希望他“常回家看看”。

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艰险不绕弯，
在脱贫攻坚中，兰考干部凭借“革命者要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改变了
家乡的面貌。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
首个“摘帽”的贫困县。2021年，全县生产
总值比2014年将近翻一番。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
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代代相传。
现任兰考县委书记李明俊说：“我们缅怀和
纪念焦裕禄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实实在
在学习践行焦裕禄精神，持续创造不负伟
大时代、不负党和人民的更好业绩。”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一代代共产党人，守的正是人民的心。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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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每年都吸引着逾
百万国内外访客。

“我是从小听着焦裕禄的故事长大
的，他的形象一直刻在心里。”趁着暑期，
来自开封的赵慧慧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
专程到兰考缅怀焦裕禄，同行的还有30多
个家长和孩子。“他不仅是县委书记的榜

样，也是孩子们成长做人的好榜样。”
从破烂的自行车到生锈的锄头，从带

着窟窿的布鞋到打了42个补丁的被子，很
多今天的观众难以想象：焦裕禄是怎样在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拖着病弱的身躯，跑
了兰考县120多个生产大队的？

那把旧藤椅右扶手下的大窟窿，是他
用钢笔、茶杯盖、鸡毛掸子等硬物，生生顶
出来的。他的肝时时作痛，只能在工作的
时候，用这种方法压着、忍着……

“这把藤椅的故事，几乎感动了所有
见过它的人。”从事讲解工作近30年的焦
裕禄同志纪念馆副馆长董亚娜说，就是在
这张藤椅上，焦裕禄完成了生前最后一篇
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

岁月褪去了这张藤椅的颜色，却洗不
去人们对其主人的思念；病魔夺走了一个
共产党人的生命，却磨不灭激荡在他血液
里的精神气概。

松柏肃立，柳丝低垂。
墓碑照片上的焦裕禄依然年轻。他

临终时留下的话——“活着我没有治好沙
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依旧
让人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带着这份感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生王严和他的调研小组已在兰考走访了3
天，从乡村老农、基层干部那里寻访焦裕
禄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焦裕禄是一个伟大的人，是我们青
年人学习的榜样。”王严说。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需要新担
当，人民依旧呼唤焦裕禄。

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脱贫攻坚的
最基层，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在疫情防
控的第一线……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勇挑
重担、攻坚克难、开拓进取，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认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
了“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英雄本色。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未
改变、历久弥坚。

“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从当年
穷窝里爬出来的我，更能体会到焦裕禄同
志誓死也要改变兰考面貌的那份情怀和
担当。”52岁的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
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说。

10多年来，裴春亮带领乡亲们一同劳
动致富，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产业规模
也不断扩大。“每当自己干活觉得辛苦的
时候，想起焦裕禄同志就不累了，像焦裕
禄那样和老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
充满了力量。”

曾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鲁献启在退
休后发起成立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
编纂了《今天我们怎样学习焦裕禄？》等学
习读本，迄今已有上千万人次阅读，引起
热烈反响。

近10年来，焦裕禄干部学院已累计承
接各类培训班次 4300 多个，培训学员 24
万余人。

焦裕禄精神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一
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记者 王丁 张旭东 吴晶 刘怀丕
韩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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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