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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李景仁，1942年出生，退休
工人，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一金工车间电工。

●采访组：徐志萍 付晓琪
●采访时间：2021年7月15日

●采访组：李景仁同志，您好！您是洛
阳矿山机器厂的老职工，曾在焦裕禄同志的
领导下工作，对他一定有着较深的了解和特
殊的感情。

●李景仁：当时，我们电工组的第一任
组长叫周学才，车间主任是焦裕禄。那时候
我只有十六七岁，周学才当时也只有二十多
岁，焦裕禄三十六七岁。焦裕禄主任比我大
20 岁，既是领导，又是长辈；工作和生活当
中，他又像老大哥一样帮助关心我们，我们
都对他非常尊敬。在焦裕禄的领导下，我们
组长周学才进步很快，加上他勤奋好学，上
进心强，工作干得非常出色。

我刚来的时候，一金工车间还没有完全
建好，设备还没安装全，都是在边生产边安
装设备。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制造设
备的能力，主要靠进口。我开始工作以后，
厂里来了好多国家的设备，有苏联的、德国
的、法国的、捷克的……当时很多设备还不
能直接放到我们车间，需要在车间西面的一
块露天地暂存。焦主任对这些设备很不放

心，害怕设备损坏或零件丢失。白天职工都
上班，还没什么问题，但到了晚上，存设备的
地方黑洞洞的，就不太安全了，需要采取些
措施来看管这些设备。

于是，焦主任就找到周学才，对他说：
“小周，这些设备都很宝贵，你在设备周围装
些照明灯，这样晚上能更好地看护设备。”周
学才说：“焦主任，保证完成任务！”焦裕禄主
任一句话，就是“军令”，叫我们咋干就咋
干。但是焦裕禄可不光是下命令，他还亲力
亲为。安装照明灯的时候，他亲自帮周学才
抬梯子。周学才说：“焦主任，你去忙吧。我
们把灯装好，这事就完成了。”可焦裕禄没有
离开，他不但帮着抬梯子，而且还帮着扶好
梯子，保障安装工人的安全。这件事情给我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工厂内部运输设备，主要靠电瓶
车。那个时候的电瓶车跟现在的电动汽车
可没法比，储电量很低，用着用着就没电了，
经常要去厂后面的充电站去排队充电。排
队要好长时间，充电又慢，严重影响车间的
生产，有时甚至会导致停工。焦主任为了这
个问题很是焦虑，他找到周学才说：“咱们一
金工车间能不能自己解决给电瓶车充电的
问题，以免总是去排队，影响生产。”周学才
马上开始认真研究，找了很多资料，做了个

初步计划，跟焦裕禄汇报。焦裕禄经过细致
的研究，认为计划是可行的，他说：“我觉得
可以，你们试着干吧，别担心，出了问题我给
你担着。”焦裕禄的支持使周学才很受感动，
他组织我们几位同志攻克了这个难关，建立
了自己的充电设备。从此以后，我们一金工
车间的电瓶车就实现了自己充电，不用再去
排队了，也保证了我们车间的正常运行。

1958年的时候，周学才还没有结婚，单
身一人。有一次，周学才生病了，高烧不退，
自己躺在宿舍里休息。焦裕禄听说以后，跑
到宿舍里去看望他。他见周学才躺在床上，
还没吃饭，就说：“你不吃饭咋行啊。”又下厨
去给他做饭。他对同志的关心，让大家很受
感动。

周学才是 1960 年结婚的，他的爱人是
郑州国棉三厂的工人。郑州和洛阳距离
100多公里，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高速、高铁
都很方便，从洛阳到郑州用不了多长时间。
在那个年代，夫妻二人想见个面，可不容
易。所以他们刚结婚，就等于两地分居了。
焦裕禄为了解决他们夫妻的问题，做了很多
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终于把周学才的爱
人调到了洛阳工作。他们夫妻对焦裕禄非
常感激。

●采访组：焦裕禄离开一金工车间后，
您对他的情况了解吗？

●李景仁：1959年，焦裕禄从一金工车
间调到总厂生产调度科任科长。虽然他不

直接领导我了，但我还是很关注他，厂里的
同志们也都很关注他，经常谈起他。1962
年 6 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从洛阳
矿山机器厂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
记。干了没几个月，兰考需要干部，地委又
把他调到兰考，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
记。1962年12月至1964年间，兰考遭受严
重的内涝灾害，再加上一直肆虐的风沙、盐
碱灾害，这“三害”让兰考的农业生产和老百
姓生活陷入了困境。焦裕禄与全县干部和
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
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那时候已经身患
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

焦裕禄是 1964 年 5 月 14 日病逝的，我
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都无比悲痛。我
们了解到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情况，就能
想象出他是怎样拼命工作的。因为他在洛
矿工作期间就是这样：生产任务紧，他成天
在车间没日没夜地连轴转，相当于连续值
大夜班。那时，国家急需生产提升机，第
一台提升机就是在我们一金工生产的。
焦裕禄为了赶进度，几十天都不回家。晚
上，他就睡在一个长条凳子上，打个盹再
起来工作。

1964 年，厂里分配我出来搞“四清”工
作，工作队队长就是1958 年跟焦裕禄主任
搭班子的一金工车间书记赵祥久。赵祥久
和焦裕禄是老战友，感情很深。1965年，有
一段时间我们在郑州工作，恰逢清明节是个
礼拜天，我们休息，赵祥久就说：“焦主任就
安葬在郑州市南郊的河南省革命公墓，咱们

去看看他吧。”于是，我们一行五六个人，从
位于郑州西南郊的郑州砂轮厂出发，步行到
位于郑州南郊的河南省革命公墓。这段路
程有将近二十里，那时正是路边的野桃花盛
开的时候，同行的吴玉楠同志就折了几枝桃
花，准备敬献到焦裕禄的墓碑前。我们到了
革命公墓之后，找来找去，花了很长时间才
找到他的墓碑。那时焦裕禄的墓碑还比较
小，在很多墓碑当中并不显眼。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的三位记者穆
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
表，掀起全国人民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
潮。随后一段时间，很多报刊都在刊登焦裕
禄的事迹。1966 年 2 月 26 日，焦裕禄同志
的灵柩由郑州迁葬兰考县城北关原明清黄
河故堤的沙丘上。这也是为了实现焦裕禄
同志的遗愿：“我死之后，请把我运回兰考，
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
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多年以来收
藏有很多关于焦裕禄的报道、文献，并在前
不久全部捐献给了厂里。

●李景仁：是的。60多年了，我一直在
学习焦裕禄。在焦裕禄去世以后，我平时很
注意收藏有关的报纸、书籍。我觉得其中比
较有价值的，应该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那些报纸和书籍，还有焦裕禄的宣传画。我
想，这些资料里面有我们的红色基因，有很
高的价值，趁我现在脑子还清楚，赶紧把这
些都捐给厂里，把这红色基因传下去，将来
我们没了，后人也可以看，可以学习。因为
这，厂里还给我发了个荣誉证书。

⑦⑦
李景仁：焦主任像老大哥一样帮助关心我们

□陈思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