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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磅 荐 读 书 界 动 态

——读《焦裕禄精神在洛阳》

□红涛

近期，中共洛阳市委党校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
《焦裕禄精神在洛阳》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该书再现了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现中信重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洛矿”）工作9年的许许多多感
人事迹。这些事迹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焦裕禄精神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焦裕禄在洛矿工作的 9 年，是
焦裕禄精神形成的重要时期，焦裕禄精神不仅孕育形
成在洛矿，而且在洛矿得到了不断传承和弘扬。

首先，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于中国工业建设的大
背景之下。《焦裕禄精神在洛阳》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

“一五”期间，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洛阳担
负起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的重任，洛阳矿山机器
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热电厂等大
型企业纷纷上马，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建设热潮迅速
掀起。“一五”“二五”期间，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大
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来到洛阳，支持洛阳工
业建设。在这些人员中，就有后来成为“县委书记的榜
样”的焦裕禄。1953年，焦裕禄从共青团郑州地委第
二书记的任上被选调到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
焦裕禄就是在洛矿从土改干部转变为工业战线党员领
导干部的。在当时，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和工人阶级，以不辱使命、为国争光、敢于担当、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建起了一个个“共和国长子”
企业。

其次，在洛矿的9年是焦裕禄精神形成的重要时
期。1953 年 6 月，焦裕禄来到洛阳，先后担任洛矿筹
建处秘书组副组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等职，
直到1962年6月离开洛阳。在洛矿9年，焦裕禄不但
留下了很多感人事迹，也孕育形成了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在洛阳》从第三章到第九章，重点讲述焦裕禄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等
精神。比如，焦裕禄同志在筹建洛矿的初期，一直坚持
席棚办公、寝食在厂，视一金工车间为家的艰苦奋斗精
神；他强调“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把车间的每一台
机床都从头到尾研究透，凡事必亲身躬行的科学求实

精神；他说“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在没有任何
技术基础的条件下，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研制成功
新中国第一台新型2.5米提升机，在技术攻关中所体
现的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精神；作为领导干部，他时
刻把职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唯
独不考虑自己的亲民爱民精神；在劳累过度、身患肝病
的情况下，他坚持数年强忍病痛，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的无私奉献精神等。

再次，焦裕禄精神在洛矿得到不断传承和发扬。
作为洛矿的奠基者和英模榜样，焦裕禄已成为一代又
一代洛矿人的精神灯塔。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下，洛矿涌现出一大批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好
工人。《焦裕禄精神在洛阳》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讲述
的就是好党员、好干部、好工人的事迹，比如，20世纪
50年代闻名全国的“刘玉华姑娘组”，70年代的全国劳
动模范孙富熙，80至90年代的曲绍惠“万斤钉小组”，
以及被誉为“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杨奎烈等。这
些不同时期的模范人物和群体，都代表着一代代洛矿
人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特别是在倡导创新
驱动、产业转型跨越发展的今天，由中信重工所开
创的“精心、精湛、精质、精品”的大工匠精神，更赋予
了焦裕禄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不仅充分体现了新时期
中信重工的创业创新精神，也真正代表了洛阳新时期
的工业创业创新精神。焦裕禄在洛矿的事迹，一直印
刻在洛矿人的心里。每一位与焦裕禄相处过的洛矿
人，都能讲出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一
个个具体而生动的载体，诠释出的正是焦裕禄同志崇
高的精神品格。

《焦裕禄精神在洛阳》一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该
书不是简单地将焦裕禄在洛矿9年的工作、生活事迹
加以叙述，而是以时间为主线、事迹为副线，做到了时
间与事迹的融合。该书按照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
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等精神分章分节集
中叙述，做到了事迹和精神的融合。该书采取夹叙夹
议形式，既有故事叙述，又有一定的理论评析和提升，
做到了事迹和理论的结合。

通读《焦裕禄精神在洛阳》，可以看到，焦裕禄精
神是有其精神脉络可循的。《焦裕禄精神在洛阳》第二
章对焦裕禄精神的形成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书中讲到，焦裕禄深受齐鲁文化“忠孝”思想和中原文
化自强包容思想的熏陶，更为重要的是受到党的教育
和培养。

焦裕禄不仅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
样。焦裕禄精神是洛阳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全党
的宝贵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品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要求，焦裕禄精神
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高度契合的。习近平同志曾
强调：“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
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光大。”新时代，要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批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优秀的
党员干部。今天，洛阳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加快
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也需要不断传承和
弘扬焦裕禄精神，用焦裕禄精神在河洛大地形成新的
实践成果。

（作者系中共洛阳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副教授）

丰子恺的《小故事》，是他亲自编写、誊抄和装订的
故事集，是一位父亲给孩子讲故事的手抄读本，蕴含着
他为中国儿童讲故事的艺术匠心。

《小故事》中有丰子恺自己的阅读轨迹——这些故
事基本上来自《说苑》《东坡志林》《二十四史》和《虞初
新志》等古典作品，这得益于他的阅读习惯：他平时阅
读古文时，就把一些好玩的、有意义的文言文翻译成白
话文，抄写在特制的“缘缘堂制笺”上，有空就读给孩子
们听。据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回忆，这本自制的“小故
事”手抄本，当年大受儿童们欢迎，经常被借阅，是丰家
的“热门书”。

小故事，在丰子恺这里，意味着篇幅短小、结构简
单却含义隽永。《小故事》中有囫囵吞枣、晏子使荆、扁
鹊治病、朱买臣休妻等耳熟能详的古代历史典故，也有
让人大开眼界的桃核念珠、跳高绝技、吃烟献技等古代
奇技，同时也有画风筝、高岱受骗等富有幽默诙谐色彩
的日常生活故事。其中既有蕴含着古代伦理的教化典
故，也有着志怪奇侠历险，题材选择较为多样，包含了
适宜不同年龄段儿童口味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源于
儿童并不熟悉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和史著作品，与热门
国学读物《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等相比，显得更冷
僻。但也因为这样，才更能丰富当下儿童的阅读选
择。同时，让适龄儿童，在西方的绘本之外，能更好地
与中国古典文化中丰富的智慧相遇。

童心是丰子恺最为珍惜的特质。他热爱孩童的天
然、纯真，也乐意陪伴孩子每一刻的成长。所以，他发
现了给孩子讲故事这件事的学问——“故事原是大人

瞎造的，小孩却认真地倾听。这一点是世间的母亲所
必须深信又留意的。”但在实践中，父母们常常苦于记
不住故事全文的逻辑与次序，又不愿意照本宣科地朗
读，让孩子失去听故事的兴味。丰子恺从20世纪20
年代就开始对如何讲故事进行了一番研究。1929年，
他写《幼儿故事》一文，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如何
给孩子讲故事”，再通过学理性反思、故事模型归纳和
结构分析，探索给儿童讲故事的方法：用故事类型学思
维，将儿童故事拆解和分析，方便记忆和领会，然后根
据这种结构类型的相似之处，寻找适合自己孩子口味
的故事，进行填充。儿童故事的结构是骨骼，丰富多彩
的细节是血肉。骨肉停匀的小故事，才受儿童喜爱，并
对其成长和发展有所助益。正如丰子恺所说：“我们要
自己造故事，可先定格式，考案材料，列一个这样的图
标，把它描写成一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小故事》就
是丰子恺给自己孩子开出的一份中国古典故事书单，
同时也是他讲故事的“原始材料”。这些故事或温馨，
或有趣，或隽永，在丰子恺声情并茂讲述之中，深得丰
家儿童们欢迎。

丰子恺后来在散文中写道：“丧失了美丽的童年时
代，送尽了蓬勃的青年时代，而初入黯淡的中年时代的
我，在这群真率的儿童生活中梦见了自己过去的幸福，
觅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他沉醉和痴迷在孩子的世界
里，带着对普天下孩童的关怀，为这世间所有的孩子，
创作出这样一个充满匠心与艺术气息的“孤本”，并带
领他们重温中国古典时代的那些美好精神。

（据《人民日报》作者：康春华）

以童心为儿童讲故事

书 人 书 事

为纪念“八八战略”提出15周年，纪念“红船精神”提
出13周年，由张政主编的《人民懂得——“赶考”路上看之
江》日前正式出版。

15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聚焦“如何
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两个关键问题，提出“八八战
略”，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
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15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体
干部群众以“八八战略”为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坚定不
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阔步前行，各项工作迈上

了新台阶。
《人民懂得——“赶考”路上看之江》一书共分为深化

改革、全面开放、转型升级、城乡统筹、绿色发展、区域协
调、营造环境、文化自信等8个篇章。该书以“八八战略”
精神为索引，用80篇文章详细讲述了浙江各地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的奋斗故事，捕捉了当地群众满满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和成就感，描绘了浙江上下“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的新时代画卷。

（据《光明日报》作者：陈雪）

纪念“八八战略”提出15周年

《人民懂得——“赶考”路上看之江》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臧运祜主编的《日本侵
华决策史料丛编》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近
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
该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该书原系教育部 2009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攻关项目的研究成果，由中日两国的三十七名学者历
时八年合作完成。全书共分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殖民
经济、社会文化四编十七个专题四十六卷册，是迄今国
内篇幅最大、相关史料收录最完整的日本侵华决策类
专题史料汇集。史料来源包括日本国会图书馆、防卫
省战史部资料中心、外务省外交资料馆、东洋文库、亚

洲历史资料中心电子数据库，以及中国台湾“国史馆”
“中研院”，还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所收史料以未公
开和新发掘的资料为主。除了收录资料的影印件，书
中还有对相关专题的整体解说，以及对具体资料的点
评注解。

与会专家认为，对于我国学界开展日本军国主义侵华
战争史研究，该书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程。依据更
多的原始资料以加强日本侵华史的实证性研究，不但对提
高我国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
于提升我国学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王洪波）

四十六卷本《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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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推 介

★作者 张纯卢
★出版社 苏州大学出版社

《清风拂纸墨飞扬》

作者自幼研习书法，专注 30 年。这不仅仅是
一本关于书法的读书笔记，更是心灵和思想不断成
长的轨迹。无论以自我视角解读《笔阵图》《书谱》
等书法理论，还是技道并进的探索，都体现了中国
人的文化情怀。

★作者 南兆旭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十字水自然笔记》

十字水位于广东省南昆山，是我国诸多自然保护区之一，存在
着大量充满生机却不为人知的动植物生态群落。作者南兆旭带领
团队经过长期的拍摄与记录，最终完成了这本自然观察读本。书中
不仅提供了第一手的图文资料，同时提出关于“如何对待这些动植
物，才是人类未来的方向”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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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这笔宝贵精神财富
孕育形成在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