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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在洛矿留下了大量故事，一些在《精神的路标——焦裕禄在洛矿》
一书中新近披露的故事，今天读来依然撼人心魄——

多年来，人们大多
熟悉焦裕禄在兰考担
任县委书记的事迹，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短暂的一生中曾在洛
阳矿山机器厂（今中信
重工公司）工作、生活
了9年。

这 9 年，在焦裕禄
身上发生了太多的感
人故事。时光流转，半
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故
事和细节至今仍鲜活
地留存于“老洛矿”们
的记忆深处，仍流传在
中信重工家属区的街
坊邻里间。

日前，中信重工有
关人员从公司档案室
尘封已久的老档案中、
从曾与焦裕禄一起工
作过的“老洛矿”的深
情回忆中，将散落的历
史碎片重新捡拾、精心
拼接，完成了近12万字
的《精神的路标——焦
裕禄在洛矿》一书。

这本书中，除了有
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故
事，还首次披露了很多
焦裕禄当年鲜为人知
的工作、生活细节。一
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
的光辉，从这些“新”故
事中，人们读出的依然
是焦裕禄的公仆情怀、
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
道德情操。

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从共青团
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任上调到洛阳矿山机器
厂，开始了他在洛矿9年的工业建设与工
厂管理生涯。

当时的洛阳涧西，到处是如火如荼的
建设工地，运送建筑材料的卡车川流不息。

焦裕禄一报到，就急切地对人事科的
同志说：“快分给我活儿干吧，我的身子骨
可硬实，经得起摔打！”

人事科的同志笑着说：“别愁没有工作
做，咱这地方，你有多大劲儿都能施展开！”

组织上分配焦裕禄担任工程科副科
长。

洛矿筹建处位于老城义勇街的一个小
院子里，而建设工地则在距老城十几公里
外的涧河边上。两地之间没有像样的公路，

把工厂建设急需的物资从洛阳火车站运送
到工地，交通成了瓶颈。

焦裕禄主动到洛矿筹建处请战，要求
担任修筑临时公路的指挥部总指挥。

接到任务，他卷起铺盖，用草绳一捆，
就搬到了建设工地。

修路指挥部设在一个仅有五户人家的
小村子里。好几百名民工和干部，一下子集
中在小村里，临时搭的工棚挤不下。焦裕禄
便提出：把工棚让给工人，干部睡露天。随
后，他带头睡在露天野地里，还风趣地说：

“天下到哪里找这样大的房，这样大的床！”
焦裕禄日夜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奔波

在工地，和工人抢脏活重活干，常常是一身
热汗、一身泥水、一脸尘土，时间长了，大家
都不叫他焦科长，而亲切地称他“老焦”。

一报到就要干活

1956 年，洛矿一金工、二金工两个车
间率先拔地而起。厂里提出“边建设边安
装”的口号，开始了试生产。

这年12月，焦裕禄结束了在大连的实
习，回到洛矿被厂党委委以全厂最大的车
间——一金工车间主任的重任。

1957年，一金工车间9米铣床、8米龙
门刨、6米立车、5米滚齿机等大型设备，需
要空中行车起吊。此刻，装配跨起重60吨
的大行车正急着进车间。

厂长纪登奎布置了任务，苏联专家亲
自制订运输方案。最后，任务交给了运输
科副科长孙峰。

可是，孙峰学的是工业经济、工业会
计，搞运输是外行。他找车间主任焦裕禄

商量。焦裕禄说：“没有办法就到群众中
去。”

于是，焦裕禄、孙峰组织召开了工作骨
干及懂行人员的座谈会，集思广益。大家
认为，苏联专家的意见行不通。因为要把
笨重的大行车一夜之间运进去，露天的大
吊车使不上劲，厂房及大门已建成又不能
拆。最后决定，绕道到一金工车间露天跨
的铁路专用线，采用千斤顶升高、轨道平车
两头抬、进入室内再换木杠滚筒手工作业
的办法。

焦裕禄和大伙儿从下午开始奋战，次日
凌晨，他们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任务告
捷后，焦裕禄兴奋地说：“摆弄这个玩意，不
虚心当学生、向明白人请教是不行的。”

到群众中去找办法

焦裕禄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
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不是什么方法问
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无产阶
级感情深不深的问题。

一金工车间开始基建的时候，车间里
只有3名女同志。

一天，焦裕禄召开群众会，会议快要结
束时，女工季玉连提出一件事：“咱们车间
里没有女厕所，上一趟厕所要绕很远的路，
不方便不说，还影响工作！请领导考虑，能
不能在近处修一个女厕所？”

她话音刚落，立刻引来一片哄笑声。有
人打趣说：“厕所问题也来找主任，主任是
管生产的，可不管厕所。”

还有人说：“你们三个人还是暂时克服一
下吧，等车间建成了，还有高级厕所用呢。”

听了这些话，焦裕禄没吭气。散会后，
他便到基建工地上找了些废竹排，又找了
几个人当帮手，动手修起厕所来。他一边修
一边对大家说：“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
这说明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还不够
关心大家的生活呀。”

为女工修厕所

“关心群众比关心个人更重，关心他人比关心
自己更重，这样才算得上一个共产党员。”

在工作和生活中，焦裕禄时时、处处、事事，最
先想到的都是别人，最先考虑的也总是别人。

1955 年，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的时
候，洛矿盖了一栋科主任家属楼，竣工后分给焦裕
禄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纪登奎厂长通过电话，
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远在大连的焦裕禄。

焦裕禄听了很高兴。但随后他听说，一对新
分配到洛矿的夫妇没有房子住，就和妻子徐俊雅
商量，把这套房子让给那对夫妇。

徐俊雅一听，有些不情愿，但没有吱声。
焦裕禄说：“俊雅，我们现在有房子住。这对

夫妇刚到厂里，如果把这套房子让给他们，他们就
会安心工作了呀！”

徐俊雅说：“你决定吧，谁叫我是你焦裕禄的
妻子呢！”

焦裕禄很高兴，拉着徐俊雅的手说：“你是我
焦裕禄的福，你做了我的妻子，才有今天我们夫妻
风雨同舟，夫唱妇随。”

于是，他打电话给纪登奎厂长说：“把这套房
子让给那对夫妇吧，他们比我更需要。”他还说：

“你千万别说这房子本来是分给我的，就说是厂里
安排支援新职工的，让新职工一进厂就能体会到
党的温暖。”

让房

认识焦裕禄的人都知道，他一贯勤俭节约，从
不浪费；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任何时候都不
搞特殊化。

1959年,焦裕禄从一金工车间调到生产调度
科当科长。科里的同志见焦裕禄上班时老穿着一
件又破又旧的黑大衣。一天，有位同志和他半开
玩笑地说：“焦科长，你怎么这么俭省，现在都当了
大科长啦，怎么还穿着这件旧大衣，该把它送到博
物馆了吧？”

焦裕禄笑了笑，回答说：“这件大衣还能穿,就
让它多为人民服务几年吧。再说，穿旧大衣还有
个好处，下车间和工人接触多方便，要是穿件新大
衣，工人还怕给咱身上蹭上油，不敢接近呢！”

他的话虽然只是随口说说,却让那位同志深
受触动。

焦裕禄这件黑大衣，1953年从郑州来到洛矿
时，大家看见他穿着；在洛矿工作了9年，从基建
科副科长到一金工车间主任，再到生产调度科科
长，他也一直穿着。直到他要从洛矿去兰考，人们
送别他的时候，仍见他带着这件黑大衣。后来，在
兰考当县委书记时，焦裕禄还是穿着它。

人们记得很清楚，这件黑大衣，焦裕禄天冷时
当外套穿，生产任务忙，在车间睡觉时，他就铺一
半盖一半当被褥用。所以后来大家都称他这件大
衣是“两用大衣”。

“两用大衣”

焦裕禄在洛矿的 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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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和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一起解
决加工难题 （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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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在检查减速器运转情况

焦裕禄（左四）与苏联专家检查机床设备

焦裕禄（右一）和苏联专家合影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