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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西工区唐宫冷食

批发部（法人李怀庆）发票专

用章、发票领购簿、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税 号 为 ：

410303630910253，旧 版 商

业壹佰圆定额发票丢失二本，

发票号码为5247201-52473

00，4922451-4922550，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通知
洛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谷水分社职工杜建林，经

查你于2012年8月31日起，未

履行任何请假手续拒不到单位

上班。限你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回单位报到上班，逾期不到，

将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

以处理。

特此通知

洛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公 告
伊川县九鑫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向伊川县工商局提出
公司注销申请，企业法人和全
体股东书面承诺称公司所有债
权、债务均已清理、清偿完毕，
申请公司注销。

伊川县九鑫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如有出资客户资金尚
未清退，请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
内持相关凭证向我办反映。若
公告期内无人反映，我办将依
照有关规定向工商部门出据证
明。

特此公告
举报电话：0379-69366819

伊川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今天是焦裕禄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50年，一个猝然远去的瘦弱身影，并没有被岁月阻隔，仍一次次向
我们走来，激荡起人们情感的波澜。42岁，一个匆忙短暂的人生书写，蓦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杰作，在亿万人心中
唤起持久的共鸣。为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本报今日刊发一组新华社播发的焦裕禄“背后的故事”，敬请关注。

河南兰考的焦家小院里，尽管已多年不曾住人，但每
年这个时候，焦裕禄的儿女们都分外想念它。

焦家人曾在这里生活了30年，父亲的家训一点一滴
渗透于子女们的血脉。

曾令女儿委屈不满的“家风”如今是
她的骄傲

“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
任何特殊。”父亲的话仍回荡在焦守凤耳边，曾令她委屈
不满的“家风”如今是她的骄傲。

初中毕业后，焦守凤没能考上高中，兰考几家单位提出
为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县委干事……一个个体面的
职业让十几岁的姑娘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

“县里头好地方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定的。”焦守
凤清楚记得，父亲把她领到食品厂，还叮嘱厂里不能因为
自己的缘故给女儿安排轻便活。秋天里腌咸菜，焦守凤
经常要切上一两千斤萝卜，不过她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
来手都会烧出泡，晚上疼得睡不着，只能在冷水里冰着。

“那时候我对父亲很有意见，认为对我不公平。”焦守
凤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对父亲的理解从他去世才真正
开始。

1964年，当焦裕禄病重不起，5个弟弟妹妹还小，19
岁的焦守凤被叫到了病床前。

“他说没为我安排个好工作，死后也没什么留给我
的，只有一块伴他多年的手表当作纪念。”让焦守凤更铭
记在心的是，父亲要求，有困难不能向组织伸手。

这个嘱托让她的母亲徐俊雅吃了很多苦。在很长一
段日子里，一家老小全靠徐俊雅每月 50 多元的工资和
13元补助生活，兰考的焦家小院里常年摆满破布和旧衣
裳，浆洗后缝补成保暖的衣装。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凡事不能搞特殊。”焦国
庆回忆，小时候调皮，放学后总在县委办公室闲逛，工作人
员不敢管，父亲得知后干脆举家从县委家属院搬出去了。

父亲的严律后来成为儿女诚心秉持
的人生信条

“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
件跟差的比。”焦裕禄的家训，曾为儿女们带来委屈和不
满的严律，后来却成为他们诚心秉持的人生信条。

焦国庆17岁参军到山沟里的农场劳动4年，转业后
进地税局，没有做出多么荣耀的业绩，但几十年来工作勤
恳、老实本分。

经过酱菜厂磨炼的焦守凤，面对单位两次分房子，她
都态度鲜明说不要。“晚上回来能有张床睡觉，那就是好
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条件。” 当待业的女儿希望托关系
找工作，她像父亲当年一样断然拒绝：“老子是老子，你是
你，各人的路各人走。”

焦跃进是焦家儿女唯一一个像父亲一样走上政途
的，先后做过兰考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杞县县委书记
等，如今任开封市政协主席。虽然父亲去世时他年纪尚
小，但母亲延续了父亲的教导。

“老焦有一句名言，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你得跟你
爸爸一样，跟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调查研究，你爸爸做
得很突出。”焦跃进经常从母亲口中听到这些话，他把父
亲当作榜样，“爸爸既是精神财富，也是一种压力在鞭策
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焦裕禄，留给儿女
一生回味的家风

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
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
通人。

作为 6 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
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
顾之忧……

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

高工资 无财产

上有两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
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
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
庭的全部收入来源。

1962 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
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
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 21 级
干部，月工资 51.5 元，焦书记级别比较
高，有130多元。”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
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焦家却经常
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
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
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
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
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
只有 22 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
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
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
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
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
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
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
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
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
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 3 个月在此调
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
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
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
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
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
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
姓算得清楚。

背后的女人

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
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
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
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
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
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
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
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
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
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 30 出头，
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
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
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
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
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

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
纳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
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
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
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

“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
“家里一切事由母亲管理，父亲很少

在家，没时间管我们。”在焦国庆印象中，
他们见不到父亲很坦然，但一会儿看不
见母亲就到处找。作为妻子，徐俊雅的
深情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
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
中间焐热的温暖。经常不着家的焦裕禄，
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爱的二胡，悠悠琴
声成为子女们对温馨家庭的长久惦念。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
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
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
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
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
孩子。”

偷拍的照片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
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
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
偷拍下来的。

“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
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
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
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岁高龄的他，
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

1963 年 9 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
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
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
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
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
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
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

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
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
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
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 50 余
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
‘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10年后，这
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
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
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

这就是那张传播最广的照片，焦裕
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
已长成参天大树。

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
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
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

“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
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
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
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
导拍照片！”

“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感人的镜
头，我却没有拍下来，这是一个通讯干
事的失职。”刘俊生至今仍为此感到深
深的遗憾。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焦裕禄，那些你还不知道的故事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记者
张兴军）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
线”又“接地气”。回望 50 年前，焦裕禄
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为政之道”，从铁
腕反腐败到拍板做决策，从多方协调推
进工作到鼓舞士气带好队伍，点滴往事
透露出的圆融与求实、智慧与胆略，对今
天的干部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铁腕反腐

有一次，兰考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
下乡检查中，发现一名生产队长“贪污自
肥”，原来该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偷了1.2
万块砖、9000 片瓦、32 棵树盖了 3 间瓦
房。此外，还偷了 920 斤麦种。当时正
值灾荒之年，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都非
常低，此事无疑加剧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接到情况反映后，焦裕禄对此做了
长长的批示，称之为“天灾之外的人
祸”。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当年手
稿：“……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
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
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

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
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

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
心。

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铁腕反腐之外，面对兰考严峻灾情
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
出发拍板决策。

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介
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
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
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看到有的村
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
子，焦裕禄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当时讨论时，县里有关领导表示，相
关政策没有依据，只能根据原来的基础、
群众的觉悟逐步去搞。但焦裕禄认为，
不能等了。

他说，改变兰考的面貌，要根据兰考
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
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同时强调，种树
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
棵就报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去攀比。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
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
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
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鼓励大家放开
胆子大搞林业，还说‘我们心里有一片
绿，才会有兰考大地的一片绿！’”

苦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

由于连年灾荒，兰考一些干部产生
了思想波动，有人甚至向组织部门提出
请调申请。

在一次救灾干部大会上，焦裕禄表
示，灾害面前，干部思想产生波动也是正
常的。衣食无着，工作自然无法安心，因
此坚定干部队伍的信心非常重要。没有
抗灾的干部，就不会有抗灾的群众。

当焦裕禄一再提议大家谈谈对救灾
的建议时，干部们一个个双手捧头，不发
一言。过了一会，有人竟然低声啜泣起
来，引得全场干部情绪更加低落。

“要是哭能管用的话，我这个县委
书记带头哭。”焦裕禄说着伏在桌上

“啊……啊……”地做大哭状。
在县委书记滑稽举动的影响下，

会场气氛明显缓和开来。焦裕禄趁势
表示，哭是懦夫的行为，面对兰考灾
情，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苦干，还
是苦熬？

“只有苦干才有出路。当然苦干不
是蛮干，要有科学的态度，兰考灾情这么
重，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是远远
不够的，必须拿出战胜灾害的科学办
法。不管哪条路，只要符合兰考的实际，
我们都可以走一走。”

其后不久，焦裕禄主持召开兰考县
劳动模范大会，树起了干部带领群众救
灾的“四面红旗”。

“郡县治，天下安。”河南省社科院副
研究员陈东辉认为，作为承上启下的重
要层级，县域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
的作用。

“一个县，大的有上百万人口，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功能齐
备，作为县里的领导干部，责任重大。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今天的环境和条
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焦裕禄作为县
委书记的‘为政之道’，仍然像一面镜子，
常照常新。”陈东辉说。

焦裕禄的“为政之道”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
——干革命就得敢闯！成功了，有

经验；失败了，有教训。只要敢闯，就能
从困难中杀出一条路来。

——干工作，要走上步，看下步，心
里想着第三步。要走在工作的前头，争
取主动，一步主动，步步主动；一步被
动，步步跟不上。

——有些人干工作平平静静，说什
么“上游太辛苦，下游打屁股，中游最舒
服”。他们不愿动脑筋，不愿动手，不愿
学习，重要会议也不记录，对下情只是
一知半解，或者是只知不解，不知不解，

人云亦云，信假为真，没有肯定的结论，
回答问题总是估计、大概、差不多、没有
把握……这是干革命吗？不！这是混
革命。

——农村工作干部要做到：抬腿就
能跑，张嘴就能说，提笔就能写，见饭就
能吃，躺倒就能睡。

——书记的女儿和工农子弟一样，
都是革命的后代，没有什么特殊性，不
能高人一等。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
是比别人更要好好学习，更要热爱劳
动，更要艰苦朴素。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

部，不管其资历深浅、地位高低，都
是人民的勤务员，绝不能凭借自己
的地位捞取特权，更不能以功臣自
居，为自己的享受开方便之门，或者
给自己的亲友发放所谓关心他们的

“优待券”。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

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

死后，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
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
后，不要为我多花钱。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新媒体专电）

焦裕禄语录：那些直击心灵的话语

焦裕禄家属合影（资料照片，1966 年 3 月 23 日整
理）。后排自左至右是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小儿子焦
保钢、妻子徐俊雅、儿子焦国庆，前排自左至右是儿子焦跃
进、女儿焦守云、女儿焦守军。 （新华社发）

焦裕禄（前中）20世纪60年代在兰考沙区现场组织抗灾（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