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裕禄这面旗帜一直没有褪
色，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更加
期盼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明天，
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报
今起开设《自觉践行好干部标准 做
焦裕禄式人民公仆》栏目，报道河洛
大地涌现出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先进典型，以期带动全市党员
干部把实现经济形势根本好转与切
实改进作风结合起来，把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与强化“赶考”意识、提升“赶
考”本领结合起来，不断强化担当意
识、攻坚意识，立足本职、发挥作用，迎
难而上、攻坚克难，做到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与全市各项工作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
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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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由河南影视制作集团等联合摄制的电影纪
录片《永远的焦裕禄》，将于5月14日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
全国公映。

该片从筹备之日起便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领导的关
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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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焦裕禄的二女儿
焦守云介绍该片的拍摄进程后，指出该片可作为全国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生动教材。

该片紧紧围绕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县工作的475天，通过焦
裕禄的领导、同事、子女以及宣传、研究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作
家、学者的动情讲述回顾焦裕禄在兰考忘我工作的感人故事和
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动人细节，还原了焦裕禄不平凡的生命历
程，生动阐述了焦裕禄精神的内涵、意义和现实影响。

该片采用现实与历史时空交错的纪录手法，通过大量人物
采访，实景拍摄，纪实拍摄，影像资料、珍贵文物的展示，情景再
现等方式，带领观众重新走进50多年前艰苦卓绝的历史岁月和
战天斗地的震撼场景。

本片凸显了焦裕禄精神的重要意义，以真挚的情感揭示了
50 年来百姓深深怀念焦裕禄的深刻原因，弘扬了焦裕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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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14日
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

电影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
明日全国公映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昨日，市委副书记鲍常勇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到吉利区调研市级领导分包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近年，我市选取具有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的一些重大项目，
实行市级领导分包。中石化洛阳分公司1800万吨炼油扩能改
造工程及2个配套项目由鲍常勇分包联系。1800万吨炼油扩
能改造工程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中
原经济区建设而规划的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190亿元，规划
在中石化洛阳分公司原有800万吨炼油能力基础上新建14套
炼油装置，将采用新技术设备，降低炼油成本，提高油品质量和
环保标准，实现增产不增污染的目的。项目建成后，中石化洛阳
分公司年销售额将达1000亿元，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生态
环保型炼油化工企业。

目前，该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在项目核准所需的20项
前期工作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选址、用地预审、水土保
持、水资源论证、安全评价等19项工作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正加紧推进。

鲍常勇在详细听取了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后指出，中石化洛
阳分公司1800万吨炼油扩能改造工程是“十二五”时期我市单
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对洛阳石化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切实加强沟通协调，做好服务保
障，解决好项目前期涉及的规划、环评、征迁等各类问题，推动项
目早日开工、早见成效。

鲍常勇到吉利区调研分包项目推进工作

做好服务保障
助推项目开工

在洪水面前，他和群众昼夜坚守，
冲在抗洪第一线；在贫困面前，他顶着
重重压力，带领群众大力发展集体经
济；在工作面前，他说实话、办实事，襟
怀坦荡，负责到底……

刘应祥，用他的作为，用他的担当，
赢得了群众的口碑，树起了践行群众路
线的标杆！

群众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
部在群众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听一
听刘应祥说过的话，几乎句句是大白
话，但真切朴实、耐人寻味；看一看刘应
祥干过的事，虽谈不上惊天动地，但件
件做在了百姓心坎上，至今让群众念念
不忘。在刘应祥身上，温情、真情、激
情，一样也不少；温度、热度、纯度，一样
都不缺。正因此，政声人去后，风范长
留存。

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

副中心城市，我们需要更多刘应祥式的
党员干部，需要更多群众路线的模范实
践者！

学习刘应祥，就要像他那样亲民爱
民，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抓在
手上，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
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让老百姓
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党性，从来都不
是抽象的，都是通过一件件具体事情体
现的，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

学习刘应祥，就要像他那样求真务
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脱离实
际，不哗众取宠，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
绩，不求金杯银杯，只求群众口碑。

学习刘应祥，就要像他那样廉洁
奉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
践行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优良作风，
发扬甘于吃亏的精神，能吃亏、常吃
亏、善吃亏，不断提升思想境界，改善作
风形象。

刘应祥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成为我
们负重奋进、复兴洛阳的强大动力！

做群众路线的模范实践者
洛 平

“为人民做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日前，在
我市举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辅导报告会上，市委书记陈雪枫这样
评价偃师市岳滩镇岳滩村原党支部书
记刘应祥。

刘应祥是“为人民做事的人”，他在
当地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声誉。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2013年6月
9日。

当天上午，岳滩村文化广场，上千名
群众聚集在这里，悼念老支书刘应祥。

“刘支书是党的好干部，他的事迹
与很多先进典型比都不逊色。”

“在咱岳滩镇，刘支书可是响当当
的人物！”

“刘支书去外地任职也不忘家乡的
发展，他让岳滩村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
提起刘应祥，村民都有说不完的

话。岳滩村农家书屋，至今还挂着两米
多高的刘应祥照片。

刘应祥，全国闻名的小麦专家、全
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
业专家，曾任岳滩村党支部书记，后来
历任偃师县委副书记、洛阳地委常委、河
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河南省
农业厅党组书记、河南省农经委副主任

（正厅级）等职，2013年6月因病去世，
享年86岁。

他带领群众驯服洪水、
改造沙地，坚持久久为功、为
民谋利

岳滩村位于伊河、洛河交汇的夹河
滩上，水灾不断，当地人说：“住在夹河

滩，十年九年淹；一年水不淹，感谢龙王
感谢天！”

岳滩村的老年人对洪涝灾害记忆
犹新：夏秋季节，每逢洪水过后，滩地上
尽是芦苇杂草，而冬春季节则是白茫茫
的盐碱地，一片荒凉。

1962年雨季，伊河、洛河咆哮的洪
水从岳滩村村南、村北滚滚而过。村里
千余亩良田毁于一旦，房屋岌岌可危，
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是刘支书带领我们全力抗洪、保
护家园。”岳滩村原党支部副书记付雪
娥是刘应祥的老搭档，她向我们讲述起
当年的情景。

为了抗洪，村民把准备盖房子用的
大梁、檩条甚至家中的被子都用上了。
要防止洪水漫过河岸，必须整治河道！
刘应祥明白这一工程的艰巨性，也做好
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整治河道需要大量石块，而岳滩村
地处平原，上哪儿去找石块？

办法总比困难多。
刘应祥组织了一支 80 人的队伍，

推着四五十辆架子车，赶赴十几里外的
虎头山，开山炸石，再运回来填充河道，
日复一日，经年不息。

“他时常卷起裤腿，跳进河里，受伤
了也毫不在意。他和群众昼夜坚守，看
着尚未治理好的河道，经常茶不思饭不
想。他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始终
冲在第一线。”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付
雪娥对刘应祥钦佩不已。

搞好农业生产，整治河道只是第一
步，改造沙地才是岳滩更加艰巨的任务。

刘应祥又在村里组织起“愚公林业
队”，要跟滩涂沙地斗争到底，向河要地、
向地要粮。他们从外地运来杨树、柳树

等苗木，栽种在河岸上保持水土，为作物
种植打基础。栽树，一栽就是18年。

请看这组数据：18年间，刘应祥带
领村民开山运石4万余立方米，修筑石
坝8公里，动用沙土15万立方米，修筑
围堤1万多米，植树造林20多万棵，改
造沙地1400余亩。

最终，伊、洛河水被驯服，岳滩旱涝
都歉收的恶性循环被终止。刘应祥，带
领村民用血和汗浇出了一个新岳滩。

他带领群众改良小麦、
提高产量，坚持科技创新、为
民兴农

新中国成立前，岳滩村人多地少、
土地贫瘠，老百姓长期填不饱肚子，每
到冬春季节，全村一大半人都出门逃荒
要饭。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有了自己的土
地，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小麦产量很
低。1952年，岳滩村的小麦平均亩产仅
100多斤，洪水泛滥时甚至颗粒无收，村
民一年得吃国家统销粮20多万斤。

“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粮食是农业
的基础。”刘应祥常对村民说这句话。

1952 年麦收季节，刘应祥到一家
国有农场参观，一下子被试验田里穗大
粒饱的小麦新品种所吸引。这是西北
农学院赵洪璋教授刚刚选育成功的“碧
玛一号”，尚未大面积推广。

刘应祥太渴望早日种上好麦种
了。他掐了4穗带回村，与本村麦子一
比，足足长了半个穗子！

刘应祥既欢喜又着急。
种植小麦，刘应祥有一定经验；培

育小麦新品种，他却一窍不通。
但他决心推广这种优良品种，因为

他知道，这是让村里小麦增产的必经之
路！他辟出一小块田地，专门种植“碧玛
一号”，从播种、管理到收获，从寒冬到炎
夏，每年有大半年，他都像伺候月子一
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的种子田。

经过3年“滚雪球”式的繁育，岳滩
村普及了这一良种，加上改稀植为密
植、改浅耕为深耕、改粗管为细管等措
施，全村的小麦平均亩产增至 380 多
斤，村民总算敢放开肚皮吃一阵子香甜
的白面馍了！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刘应祥
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农业科研室，开辟育
种田、试验田、丰产田，不断总结栽种、
管理小麦的经验。1963 年，刘应祥参
加了河南省农学院函授班，在3年的时
间里，他不仅学完了全部课程，还在有
关专家的帮助下，撰写出版了《小麦生
产的斗争实践》《小麦高稳低栽培》两本
书，有效指导小麦生产。

1976 年，岳滩村的小麦平均亩产
达到979斤，有的地块突破1000斤。

1978 年 3 月，刘应祥参加了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总结的小
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综合栽培技术获
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农业部技术改进
一等奖，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81年10月，刘应祥应邀参加在
美国召开的小规模集约生产食物国际
会议，发表了半小时的精彩演讲，赢得
外国专家的阵阵掌声。

刘应祥还连续 4 届担任全国小麦
专家顾问组组长。

一步步探索，一步步实践，岳滩村
成为全国小麦大面积高产的旗帜，刘应
祥也成为全国农业战线著名劳动模范。
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涌向岳
滩村学习小麦种植经验，最多的时候该
村一天接待上万人。刘应祥毫不吝啬
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偃师周边培养了
2000多名技术员，让他们到全国17个
省份推广，“岳滩小麦”一时名震全国。

有关部门还在岳滩村建起了岳滩
五七农学院，接收各地的农业技术员和
青年学生前来学习，培养了一大批农业
科技人才，这所农学院后来发展为豫西
农专（后并入河南科技大学）。

（下转03版）

——追记偃师市岳滩镇岳滩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应祥
本报记者 李迎博 见习记者 姜明明 特约记者 邓金慧 李向阳

为了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焦书记这人
对群众实在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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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祥指导小麦种植刘应祥同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