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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要求全市法院以解决“四风”问题为着力点，增强群
众观念，改进司法作风，强化队伍管理，践行司法为民，加强公正
司法，保持司法廉洁，真正做到法官清正、法院清廉、司法清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曲海滨表示，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全市法院审判水平、司法作风、整体素
质有新的提升，围绕提速增量、提质增效的目标和开放改革、产
业升级、盘活资源、改善民生四大重点，为把洛阳建成名副其实
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从群众关心的问题抓起 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反“四风” 法院进行“大扫除”

针对官僚主义——
要求全市法院始终坚持把“为

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方式和群
众打交道，随时倾听群众呼声；坚持
巡回审判，到群众身边化解纠纷，为
群众诉讼提供便利，让群众少跑腿、
少受累、少折腾；进一步加大司法救

助力度，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实际
问题，让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

近期全市法院“涉民生案件专项集
中执行”“春季开学第一堂法律课”“保
护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合法权益”活动的开展，切实使法院的
各项工作更加关注民生、贴近群众，保
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要求全市法院综合运用“公布失
信名单、开展见证执行、限制高消费、
打击拒执犯罪”等方法，对追索劳动报
酬、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
以及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工伤赔偿等涉民生案件，加大
执行力度，及时将案款发放给申请人。

要求全市法院关注农村留守妇

女、儿童、老人及在校学生，增强其法
律意识和自身保护意识，依法保护其
人身权、财产权、抚养权、受教育权、监
护权、被赡养权；开辟绿色诉讼通道，
涉及“三留守”的案件优先立案、优先
排期、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加大司法
救助力度，经济特别困难的留守人员
一律免交诉讼费用。（下转02版）

落实为民司法 注重民生案件办理

面向未来的赶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
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
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
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
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
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
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
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
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
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
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
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
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
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
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
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
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
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
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
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
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
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
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
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
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
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
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
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
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
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
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
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
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
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
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
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
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
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
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
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
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
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
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
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
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
礼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
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
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
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
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
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
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
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
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
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
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
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
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
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
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

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
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
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
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
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
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
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
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
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
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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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
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
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

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

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

“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
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
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

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
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
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
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
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
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
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
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
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
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
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
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
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
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
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
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
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
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
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
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
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
又着重加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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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
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
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
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
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
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
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
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
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
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
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
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
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
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
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下转02版）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新华社播发通讯缅怀焦裕禄同志

学做一棵焦桐 扎根人民沃土

新华社记者 穆青 冯健 周原

50 年来，一个名字被亿万人民铭记。他，就是“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5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曾专程来到兰考致敬忠魂。前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二次来到兰考，重温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
召全党结合时代特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重访兰考，习近平
多次动情地回忆起40多年前学习焦裕禄的情景：“1966年2月7日，《人
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多次泣
不成声。特别是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
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

为便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本报今日重新刊登《人民日报》长篇通讯《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敬请关注。

●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
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只有一年多，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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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
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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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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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焦裕禄精神的深刻阐述

焦裕禄同志像 （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