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日，大型电影纪录片《永
远的焦裕禄》，在焦裕禄生前工
作9年的中信重工举行河南省
首映式。该片以纪录片的表现
手法，首次全程再现了焦裕禄
18年的工作足迹，许多珍贵的
照片等资料都是首次公开。在
首映式上，记者采访了该片导演
海涛及顾问焦守云等人，为您展
现该片拍摄的一些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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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约了两次，刘青玉都说忙。
16日早晨，记者没有预约，直奔瀍河回族区北窑办

事处金家街社区，想实地看一看这位干了10年的社区党
支部书记究竟有多忙。

不到8点，社区办公室已大门敞开，刘青玉正和同事
研究一份招聘启事。社区里有个经适房项目，刘青玉刚
才走访时得知工地上急需一名炊事员，当即表示一定要
帮这个忙。

见记者进来，刘青玉面露难色地打了招呼：“俺社区
确实没新闻啊，成天忙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儿，不值得
上报纸……”

说话间，进来一男一女，女的要开介绍信，男的来反
映公厕改造的事。

刘青玉一边招呼同事老徐办理介绍信的事，一边麻
利地接过男子手中的资料：“走，咱俩现在就去找办事处
张主任，正好我也去那儿开个会。”记者也跟了过去。

“青玉！”刚出门，前边走来一位老者和一名年轻女
子，喊住刘青玉分别询问独生子女证和孕检事宜。

刘青玉折回办公室，一五一十交代好，这才快步赶上
我们。

“这些事儿，都不大，但是具体到某个群众身上，那就
是大事了，能立即办的，一刻都不要等。”刘青玉边走边说，

“你抓紧一分钟，群众就能少等一分钟、少跑一趟路……”
“阿姨——”正说着，刘青玉扭头向一位拎菜的老太

太打招呼，开始说起征迁的事。
“吱——”过了一会儿，一名骑车的女士看到刘青玉

向她招手，在我们面前紧急刹车。她是社工。刘青玉在
路边给她安排了维修某家属院监控的事。

“刘书记，喝汤去不去？”“青玉，忙啊！”“书记，
早！”……去办事处途中，不断有路人和刘青玉打招呼。

一拐弯，看见社区张主任正要上车外出，刘青玉快步
走向前：“张主任等一下，和顺街公厕的事咋弄？”二人立
在车旁讨论起来。

综治会快开始了，刘青玉快步上楼。透过二楼楼梯
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屋内的经适房项目施工进展表。
刘青玉可能预感到了什么，当即拨通了指挥部的电话，约
定时间面谈居民搬迁事宜。

刘青玉进去开会了，脚步匆匆。看着她忙得不识闲
儿，记者悄悄离开了。

之前准备的若干问题，也没有机会提问。但是，在这
短短半个小时里，记者已经找到了答案。

金家街社区“没有新闻”，这本身就是新闻！
为群众“小事”而忙个不停，这才是群众路线的忠实

践行者！

忙得不识闲儿的
社区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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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村里服务点设施也配备这么全？
这源于该区提出的“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

寇店镇南北狭长，群众到镇里办事很
不方便，能不能进一步延伸服务群众的触
角，构建一个“微缩版”的村级便民服务中
心呢？

经过反复调研，寇店镇开始着手在常
村、东朱、李家村、刘李、杜寨5 个村开展试
点，先期启动村级便民服务点建设，目前，
该镇 16 个村的便民服务点已全部建成并
投入使用。

实践证明，村级便民服务点是解决“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有效载体
之一。

伊滨区以村级便民服务点建设为切入

点，不断强化区综合服务中心、镇便民服务
中心及村级便民服务点“三级服务平台”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

在狠抓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同时，该
区还成立了政务环境优化工作小组，向辖
区企业发放印有投诉电话、网络举报方式
及受理范围等内容的监督联系卡500 张，
重点治理项目服务、建设环节和企业生产
经营环节存在的效率低下、服务差、环境
差、执法乱等问题。

此外，在镇级便民服务中心推行“首问
负责制”的基础上，伊滨区五个镇的窗口单
位进一步细化服务措施，印制包括低保、五
保、医保、社保、计生等服务项目的便民服
务卡，发放到村（社区）居民手中，改变了以
前群众办事不知道准备哪些材料、到哪个

部门办理的尴尬局面。
据了解，预计到6月底，全区106 个行

政村（社区）的村级便民服务点将全部建
成。

一场比赛：为民办事比奉献

今年，伊滨区各村开展了一场为民办
好事的比赛。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伊滨区要求全区各村（社区）把办实事
办好事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还
要做到有计划、有承诺、有进度、有实效。

“村干部是群众的主心骨，当干部就是
要为群众服务！”庞村镇门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军说。

今年春季，针对该村主干道坑洼不平、

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门庄村筹资80万元
硬化道路 1000 米，同时又筹资 14 万元为
全村群众免费办理了医保。

眼下，在伊滨区，不仅是门庄村，106
个行政村的村支部书记都正铆足了劲儿，
比比看，谁给群众办的实事多！

寇店镇在深入走访调研的基础上，认
真梳理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热点、难点问题，要求镇机关干部和各行政
村全体党员在进村入户的基础上，每人最
少办一件好事。活动参加人员范围从镇机
关干部延伸到全体党员、干部，并明确机关
干部和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把党员
为民办实事情况在媒体和村公开栏内公
示，定期将开展情况记入个人档案，作为年
终考核依据。

佃庄镇则在全镇开展以“党员干部一
面旗、争当岗位排头兵”为主要内容的“一
面旗”活动。全镇 19 个村的党支部进行
大比武，同时要求各村建立村贫困户台
账，由村干部及村民组长分包贫困户，要
有针对每户贫困户的帮扶计划及帮扶记
录，镇活动办定期检查帮扶记录，并定期
走访贫困户落实帮扶计划，确保“访贫助
困”落到实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源泉和
动力就是真心实意解决群众反映的问
题。”伊滨区管委会主任刘冠瑜说，“只有
真正沉下去，带着问题下基层，才能切实
践行群众路线，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走
形式，不走过场！”

（伊新）

（上接01版）

本报记者 孙自豪

打造成展现焦裕禄精神的纪
录片巨制

“《永远的焦裕禄》是继 1966 年拍摄的
《光辉的榜样——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
后，又一部关于焦裕禄的纪录片巨制。”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李宏伟这样评价该影片。

该片采用现实与历史时空交错的手法，
通过大量的人物采访、实景拍摄、纪实拍摄、
影像资料、文物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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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升影片的质量和技术指标，河南
影视制作集团组织了100余人的摄制组，由
曾获国家电影华表奖的海涛担任导演，省作
协副主席王钢、国家一级导演陈燕民担任撰
稿，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周新霞担任剪辑。

主创方组成了强大的资料组，四处搜集
整理历史镜头，还分两批将河南电影制片厂
66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影像拷贝运至
北京处理，得到了大量珍贵视频资料。

资料组工作人员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
心、国家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北京科学教
育电影制片厂、北京九州同映国产数字院线、
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观看了 1100 多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焦裕禄的纪录片、科
教片、新闻简报，将当年凡是有关焦裕禄、兰
考县的资料进行检索观看，搜集到大量生动、
翔实、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其中，20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洛阳矿山机器厂、1966年焦裕
禄同志遗体迁葬兰考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
和观众见面。

“这部影片很接地气，实事求是。父亲当

年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切都是从
小事做起，这部影片给大家展现了父亲诚实、
踏实、平实的一面，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焦守云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完整再现焦裕禄18年工作经历
焦裕禄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银

幕上已出现过许多焦裕禄的艺术形象。如何
打造一个更全面、更真实、更贴近的焦裕禄形
象，成为《永远的焦裕禄》首先考虑的问题。

“焦裕禄的形象，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
电视、电影，都出现过很多，但如果从完整再
现焦裕禄18年工作经历的角度来看，《永远
的焦裕禄》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影片
导演海涛说。

从洛阳的中信重工到兰考，再到山东淄
博，该片主创人员一路追寻着焦裕禄的足迹，
通过镜头真实完整地再现了焦裕禄18年工
作经历，还原了焦裕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为了展示最全面、最真实的焦裕禄，我
们采访了43位焦裕禄的领导、同事、子女以
及宣传、研究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作家、学
者，他们讲述了最真实的焦裕禄，回顾了许多
不为人知的动人细节。”海涛举了一个采访事

例：一位90多岁的农民接受采访，讲述当年
焦裕禄下基层走访时，每当见到贫困的大爷
大娘时，就亲切地喊爹喊娘。

“开始，我们也害怕说这些会不会让观众
感觉拔得太高，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这样
的感人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才更深地领会了
焦裕禄精神，感受到了他对群众的真挚情感
和担当，这就是真实的焦裕禄。”海涛说，影片
就是要通过讲述，揭示50年来百姓深深怀念
焦裕禄的深层次原因，诠释焦裕禄“心中装着
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
事探明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
实作风。

焦裕禄在洛矿“充电”，在兰考
“发光”

“在洛矿的9年，给了焦裕禄受用不尽的
财富和智慧。他的财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
下，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集合群众
的力量，去战胜面临的艰难困苦。”《永远的焦
裕禄》中，用这样的解说词来描述在洛矿工作
的时光对于焦裕禄成长的重要性。

影片首映式选在洛阳举行，首映式后，现
场1000多名中信重工干部职工代表久久不

愿离去。
“洛矿对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起奠基作用，

可以说父亲是在洛矿充了电，在兰考发了
光。”焦守云说，之前的作品多数主要描写父
亲在兰考的工作情况，但是他工作了18年，9
年是在洛矿度过的，那一段时光对于他来说
极为重要。

海涛也对此十分认同。他说，焦裕禄在
兰考做了两件事情最重要：一是打开了改变
兰考的“窗户”，二是绘制了兰考发展的蓝
图。这样宏观的战略、科学管理的方法、综合
治理的理念、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他在洛矿从
事9年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
联系。在洛矿的这些年，让焦裕禄积累了知
识、经验和才能，随后将知识、经验和才能带
到兰考，才有了他对兰考更全面、理智的认识
和兰考面貌的迅速改变。

可以说，《永远的焦裕禄》这部影片，展现
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真实、更加可信可敬的
焦裕禄。

正如焦守云所言，树有根、水有源，焦裕
禄的成长及所做的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他
是一步一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本报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蔡春跃

——访大型电影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主创团队

首次完整再现焦裕禄18年工作足迹

“你们平时吃啥，我就吃啥”
在焦裕禄干部学院的大门口，一棵泡

桐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霜，巍然挺立。51
年前，焦裕禄在风沙肆虐的春天亲手栽下
的这棵泡桐，半个多世纪以来，守望着兰
考大地。

有一位名叫魏善民的老人，扫落叶、
修枝干、浇水、施肥，用近40年的时光和
生命守护着这棵桐树，于无声处表达着兰
考人民对焦书记的怀念和感恩。

说起泡桐的故事，魏善民一下子打开
了话匣子。1963 年 2 月，兰考县委决定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
争，将原来的“劝阻办公室”（劝阻灾民外
流）改为“除三害办公室”。

2 月中旬，焦裕禄到胡集大队用“扎
针、贴膏药”的方法，种桐树，固风沙。劳
动中，焦裕禄率先垂范，拿起工具迎着风
沙走在前头，用魏善民的话就是“一点儿
也不惜力”。中午，由于魏善民家是双军
属家庭，焦裕禄点名要到魏家吃饭。他爽
朗地说，你们平时吃啥，我就吃啥。“当时
家里穷，那两天的午饭就是一点儿红薯叶
和咸菜。吃完后，焦书记不仅自己洗碗，

还掏出四两粮票和两毛钱悄悄压在碗底，
一点儿县委书记的架子都没有。焦书记
是真正把群众当亲人、诚心诚意当人民公
仆啊！”魏善民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我是您的儿子”
“当群众最苦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

出现在群众面前。”这是焦裕禄经常对干
部们说的话。兰考的群众遭了灾，不管是
大水冲了房屋，还是大雪封了门户，焦裕
禄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总
说：“在大雪堵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
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在一个
风雪肆虐的夜晚，焦裕禄走村串户，访贫
问苦。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
门。这里住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大爷和

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听到焦裕禄敲门，老
大爷隔着门问：“你是谁呀？”焦裕禄饱含
深情地回答：“我是您的儿子。”

“至今想起这句话，我还是忍不住流
眼泪。在他的思想里，他就是人民的儿
子。要不是对兰考人民的感情深，咋能
说出这样的话？”5 月 16 日，曾经和焦裕
禄一起工作过、用毕生精力宣传焦裕禄
的83岁老人李国庆回忆说，焦裕禄就是
那个穿着蓝棉袄，棉裤上打着补丁，裤腿
上带着泥土的“大队干部”，“看上去像是
哪个村儿的，一点也不像县里的干部”。

“我记忆中焦书记做的事虽然不惊天
动地，但处处体现着他心中装着老百姓。”
李国庆说，有一天，农民孔令焕的妻子生
孩子，因为家里穷，坐月子没啥可以补
的。孔令焕拿着家里仅有的两毛钱想去
供销社给妻子买点红糖补补身子，因为没
有糖证犯了难。他的难处恰好被路过的
焦裕禄得知了，焦裕禄二话没说，自掏腰
包为孔家买了两斤红糖，还扯了几尺布，
送到了孔令焕的家中。

“去，把镜头对准老百姓”
“在兰考工作475天，焦书记哪一天

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泡桐下，81 岁的刘
俊生格外激动，那幅众所周知的焦裕禄在

泡桐下的照片，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他到
兰考后我第一次给他拍照，平时他不准。
我一说给他拍照，他就撵我：‘去，把镜头
对准老百姓。给我拍什么？浪费胶卷’。”

“群众是老师，焦书记常常给群众当
学生。”刘俊生回忆说，当年在老韩陵蹲点
时，焦裕禄耐心向群众请教如何改变贫穷
面貌。

60多岁的老饲养员萧位芬说：“要想
富，栽桐树；要翻身，种花生。要想种好
地，还得有好牲口。”萧位芬的话使焦裕禄
很受启发，他连夜跑到饲养室，和萧位芬
促膝谈心。在那大饥荒的年代，人都吃不
饱，大量牲畜病饿致死，萧位芬为了保住
这农业生产的“壮劳力”，不仅“寸草铡三
刀”、精心揉饲草，还把老伴儿给自己送来
的饭省下来喂牲口。为了给小驴驹喂奶，
他甚至把给生病的老伴儿买的奶羊也牵
进饲养室。深受感动的焦裕禄发自肺腑
地对萧位芬说：“您不是饲养员，您是咱的

‘思想员’呐。”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
老生死系”

1964 年 3 月 23 日，焦裕禄不得不离
开他日夜牵挂的兰考去治病，由于肝部疼
得厉害，他只能弯着腰走到了车站，几次
向送行的同志说：不久我就会回来的。在
火车开动的前几秒，他还跟县委其他同志
说，要抓好抗灾斗争。

焦裕禄就是这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兰考，离开了这片他爱得深沉的土地。

在病榻上，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
和生命，一心想的都是兰考的事情：除“三
害”情况怎么样了？群众的生活怎么样
了？他伤感地说：“我没有能很好地完成
党交给的任务，没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
我心里感到难过。”

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仍挂念
着兰考人民。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活着
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沙丘
上，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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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仆精神。公仆情怀是焦裕
禄精神最鲜明的品质，是焦裕禄精神的灵
魂和核心。

亲民爱民 鱼水情深

《汴梁晚报》记者 付艳波/文 李俊生/图

1962年12月，焦裕禄被组织
上从尉氏县调到兰考县，先后任
县委第二书记、书记。1964 年 5
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
逝世，终年42岁。“沿着焦裕禄的
足迹”大型系列报道，今日起聚
焦焦裕禄在兰考的岁月。敬请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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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泡桐林

——“探寻焦裕禄在兰考的岁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