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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践行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的起点和基础。焦裕禄同志特别
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善用科学的
方法，给孩子们传人生之道、授生
活之业、解成长之惑。

坚持正确家教观，厚爱与严
管相统一。古人讲，“爱子，教之
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
之也”。焦裕禄的家庭教育观可
以概括为爱但不溺爱，厚爱与严
管相统一。他的二女儿焦守云
讲，父亲很爱我们，但不溺爱我
们。每当焦裕禄回到家中，孩子
们总是扑到他身上，他左边抱一
个，右边搂一个，甚至肩上还背一
个，十分亲密温馨。但焦裕禄从
未放松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时
刻关注他们的成长，一有错误苗
头就及时干预，坚决纠正。

德 育 为 主 ，培 养 正 确 价 值
观。养不教，亲之过。教之道，德
为先。焦裕禄始终把品德教育作
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和主要内
容，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孩子们树
立正确价值观。

教育子女不耍特权，不搞特
殊。焦裕禄特别注重防止子女们
滋生特权思想。到兰考县工作不
久的一天晚上，大儿子焦国庆没
买票就在礼堂看了一场戏。焦裕
禄得知后，严肃批评儿子：“你小
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
惯。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
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第二
天，他就领着焦国庆到礼堂补上
2 毛钱的戏票，并让儿子向检票
员作检查。

教育子女不占公家便宜。焦
裕禄注重培养子女的集体观念，
经常教育他们要多为集体作贡
献，不能不劳而获占集体便宜。
他刚到兰考时，建议城关镇把池
塘改造成了养鱼塘。焦裕禄病重
期间，渔场同志为感谢他的关心，
给他家送了十多条活鱼让他补补
身子。孩子们看到鱼高兴得不得
了，但他对孩子们说：“这鱼是集
体财产，咱一家没去劳动，咋能白
吃呢？如果大家都占集体的便
宜，那集体的事还能办好吗？”一
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道理，当即
就把鱼又送回了渔场。

教育子女要比学习、比进步，
不比吃穿享受。大女儿焦守凤上
初三时还穿着 7 岁时爸爸做的旧
布大衣，有一次受到同学嘲笑，她
回到家对父亲说：“人家都说你是

县委书记，让我
穿 这 样 的
破衣服，也

不嫌丢人？”焦裕禄听后，指着
自己身上打着补丁的衣服说：

“县委书记又咋样？你看我这县
委书记穿的是啥衣服，这丢啥
人？和同学在一起，你应该更热
爱学习、热爱劳动、团结友爱，
生活上要艰苦朴素，穿着只要干
净整齐就行了。好吃懒做、贪图
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闲暇之
时，焦裕禄经常带着孩子们参加
生产劳动，去附近收过秋的地里
捡豆子、刨花生，让孩子们养成
热爱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
的习惯。

因人施教，讲究方式方法。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兰
考县几家机关单位提出为她安排
工作，有话务员、教师、县委干事
等。焦裕禄知道后对她说：“一出
校门就坐办公室，缺了一堂劳动
课，这不可以。年轻人应该干点
儿脏活、累活锻炼锻炼，不劳动就
会忘本。”最后，他安排焦守凤到
一个小作坊式的食品加工厂当工
人，干起了腌咸菜、酿酱油的工
作。在食品加工厂当工人不但条
件艰苦、劳动强度大，还要挑着担
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和咸菜。兰考
县城不大，县委书记的女儿很多
人都认识，这让焦守凤很难接
受。有一天，焦裕禄亲自带着女
儿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
教她怎么挑担子不磨肩，怎么吆
喝把酱油咸菜赶紧卖出去，还对
她说：“爸爸小时候卖过油，爷
爷曾开过一个油坊，我从小就会
挑着油走街串巷⋯⋯”这件事彻
底改变了焦守凤对劳动的看法，
从此她再也不闹情绪了。酱菜厂
的磨炼，让她对生活的态度更乐
观，让她受益一生。

严于律己，身教多于言教。
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应该成为孩子的榜
样，言传身教，给孩子讲好人生
第一堂课。焦裕禄就是这样以身
作则的。有一次，焦裕禄回到家
里看见一碗大米饭，这在当时很
难得，就问妻子米是从哪儿来
的。妻子说是县委考虑他身体不
好，照顾了几斤。焦裕禄听后坚
决不要，并把这些大米送给了在
兰考县研究泡桐的大学生。虽然
这只是焦裕禄家中再平常不过的
一件小事，但时间长了，孩子们
就领悟到什么叫不享受特权不搞
特殊，比讲多少大道理都有效。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副
主任）

慈父大爱 教子有方
李涛

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
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不因
岁月流逝而失色，不因时代变迁而黯
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焦裕禄
精神都是亿万人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
的丰碑，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开拓进
取的强大思想动力，是激励我们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

焦裕禄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焦裕禄出生于兵荒马乱、战火频
仍的旧社会，生活贫困。抗日战争期
间，他被日军暴打，并作为“特嫌”
关进监狱，后来送到抚顺煤矿当特殊
劳工。繁重的劳动，非人的生活，他
被折磨得皮包骨头。1945 年，抗日战
争胜利后，焦裕禄回到解放了的山东
博山老家。1946 年，24 岁的焦裕禄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焦裕禄作为
有土改经验的干部被抽调到南下工作
大队前往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在河南
省 尉 氏 县 ， 他 积 极 参 加 剿 匪 反 霸 斗
争，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赢得了
当地群众的称赞。淮海战役打响后，
焦裕禄作为尉氏县淮海战役支前总队
老二区的队长，带领一千多人，历尽
艰苦，最终把战略物资送到了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先后担任尉
氏县大营区副区长、区长，团县委副书
记等职务。1953 年 6 月，焦裕禄被抽调
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参加工业建设。在
工业战线，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钻研，
被称为“最棒的车间主任”。1962 年 6
月，由于工作突出，焦裕禄被调到河南
省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同年12月，
他又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先后任县委
副书记、县委书记。

20 世纪 60 年代，兰考县内涝、风
沙、盐碱“三害”肆虐。当地有段顺口
溜：“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
出门愁，进门愁，前也愁，后也愁，白天
愁，夜间愁⋯⋯愁来愁去没个头。”全县
36 万人，灾民就有 19 万多人。大批灾
民外出逃荒要饭，工农业生产形势严
峻。焦裕禄没有被巨大的困难所吓倒，
以“不改变兰考面貌，死不瞑目”的决心
和斗志，带领全县人民向“三害”发起猛
攻。

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深入“三害”
第一线，排内涝、战风沙、治盐碱，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激发人民群众战胜困难

的决心和斗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焦
裕禄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遍
了兰考县 149 个大队中的 120 多个，掌
握了“三害”的发展规律。由于长期劳
累、积劳成疾，他的肝病不断恶化，直至
肝癌晚期，他依然坚持工作。人们发现
焦裕禄的衣服上第二、第三个扣子一直
不扣，后来才知道，这样他方便把手伸
进去，摁住肝部，压迫止疼。在办公室，
钢笔、鸡毛掸子、茶杯盖都成了他用来
压迫肝部的工具，时间长了，他竟把藤
椅顶出了个大窟窿。弥留之际，他向组
织提出死后把他埋在沙丘上，以便看着
兰考人民把“三害”治好。

焦裕禄深刻践行了党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自己当作人民的
儿子，而且发誓做人民的孝子。他对群
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
事业的那股拼劲，铸就了伟大的焦裕禄
精神。

焦裕禄精神的深刻内涵

焦裕禄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
民的深沉挚爱，燃尽了生命之火，铸
就了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亲民
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最经
典概括和最本质表达。

亲民爱民。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
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要求“共
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
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
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
曾 冒 雪 来 到 梁 孙 庄 梁 俊 才 老 人 的 家
里，一句“我是您的儿子”，让两位老
人感动不已。老大娘眼睛失明了，颤
抖着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连
声说“让我看看共产党的好干部”。焦
裕禄每次下乡调研，都让随行人员带
上相机，但总是把照相的机会留给群
众。他作为县委书记，在兰考县留下
来的照片只有 4 张，其中 3 张还是“偷
拍”的。在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内，很多场景是靠绘画和雕塑再现的。

艰苦奋斗。焦裕禄到兰考县后，面
临的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还是艰苦
奋斗、改变兰考县面貌的两难境地。
长期革命斗争练就的顽强意志，使他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为了把有限
的资源用在治理“三害”上，焦裕禄
生前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
兰 封 县 委 初 建 时 买 的 ， 早 已 破 损 不
堪。他用过的一条被子有 42 个补丁，
褥子有 36 个补丁，同志们都劝他换新
的，他却说：“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
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
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

科学求实。焦裕禄坚信“吃别人嚼
过的馍没味道”，坚持扎根基层、深入群

众，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群众的利益出
发，为人民办实事、求实效。他一连
几晚上住在肖位芬的牲口屋里，向这
位老饲养员请教改变兰考县面貌的办
法，知道了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树，挡
风、压沙。从 1963 年 8 月到 11 月，焦
裕 禄 组 织 除 “ 三 害 ” 调 查 队 ， 跋 涉
2500 余公里，终于摸清了“三害”的
底细。全县有大风口 86 个、大小沙丘
1600 个，一个个被编号、绘图，全县
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
被调查得清清楚楚。这种深入细致的
调查工作，为治理“三害”打下了坚
实基础。

迎难而上。焦裕禄以“敢教日月
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的大无畏气概，和“三害”展开
了猛烈斗争，发出“不达目的，我死
不瞑目”的铮铮誓言。1963 年夏季，
大 雨 下 了 七 天 七 夜 ， 面 对 大 雨 和 洪
水，焦裕禄说：“嗬，洪水啊，等还等
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为了查
清全县低洼处水的流势，他带着办公
室的 3 位同志冲进了危险的洪水激流
中。同志们为他撑着伞，他画了一张
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
大 队 时 ， 支 部 书 记 李 广 志 看 见 焦 裕
禄，大吃一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
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
说：“就坐这条船来的。”

无私奉献。焦裕禄对自己、对家人
从严要求，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以自
己廉洁奉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
人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范。1963 年春
节，焦裕禄在兰考县委墙上的福利救济
名单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焦裕禄，救
济60元。他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随即召
开了机关党员大会，他态度坚决地说：

“分给我的救济，我一分钱也不要。”他
接着又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
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时时、事事应该

首先想着群众。”后来县委重点照顾了 8 位
最困难的同志。焦裕禄在担任县委书记期
间，从来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行过一次方便。

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视为人生榜
样。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
同志的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几十年来，
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焦裕
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习近平总书
记曾几次亲赴兰考县重温焦裕禄事迹，号
召党召党员群众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焦裕禄
精神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

弘扬焦裕禄精神，坚守公仆情怀。焦
裕禄同志之所以被誉为县委书记的好榜
样、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之所以深受人民
群众爱戴，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与老百
姓心相连、情相依，同呼吸、共命运；在于他
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诚心诚意当人民
公仆。新时代，我们更要学习和弘扬焦裕
禄精神。广大党员干部要与人民群众同甘
苦、共命运，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老
百姓当作衣食父母，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
信任和拥护。

弘扬焦裕禄精神，锤炼担当气概。敢
于担当，是一种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
神。在艰苦的环境中，焦裕禄迎难而上、
不畏牺牲，干出了利后代、传千古的事
业。我们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
焦裕禄同志那样，始终保持一种敢做善成
的勇气，保持一种逆势而上的豪气，不怕
矛盾复杂，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
大，敢于挑起重担，敢于克难制胜，敢于
奋勇争先。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和“建功必须有我”的担当，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弘扬焦裕禄精神，砥砺奋斗意志。当
前我国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学习
弘扬焦裕禄同志不怕困难、不惧风险、迎
难而上的精神气概。面对困难，我们要像
焦裕禄那样，以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
业的那股拼劲做工作、干事业。要像焦裕
禄那样，稳扎稳打向前走，不断积小胜为
大胜，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实绩。

弘扬焦裕禄精神，传承优良家风。有
什么样的家教，就培育出什么样的人。学
习弘扬焦裕禄严于律己、不搞特殊的高尚
品质，领导干部必须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
员严格要求，教育身边人时时自重、自
警，处处慎欲、慎微。党员领导干部要以
家庭教育助力全社会形成修身律己、崇德
向善、礼让宽容的良好风气，弘扬讲道
德、守规矩、重家风的传统美德，不断筑
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焦裕禄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研
究员）

焦裕禄精神焦裕禄精神 勤政为民攻坚克难勤政为民攻坚克难
任中义

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
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习近平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解读

郑州大学与焦裕禄有着深厚的“渊源”。焦裕禄最
后的日子，是在原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度过
的，该院恰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退休大夫杨璧卿是焦裕禄的
主管医生。她说：“在和焦书记相处的50多天中，他的
一言一行深深感动着我。”“我想把焦书记的感人故事讲
给同事听，讲给学生听，讲给来进修的学员听，希望大
家再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为铭记焦裕禄的感人
事迹，医院建起了焦裕禄展览馆，拍摄了追忆焦裕禄住
院时光的纪录片。

焦裕禄精神跨越了时空，感动了天南海北的中国
人。郑州大学把研究、阐释、宣传焦裕禄精神作为重
要使命，把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

为让人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焦裕禄，自觉践行焦
裕禄精神，郑州大学 2007 年成立了焦裕禄精神研究中
心，已出版 《焦裕禄精神永放光芒》《焦裕禄精神》《焦
裕禄的初心与使命》 等著作近 10 部，深入挖掘焦裕禄
精神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郑州大学深挖育人元素，将焦
裕禄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专业课等课堂，让思政教育
更有亲和力、感染力和实效性。近日，郑州大学思政课
教师周荣方在课堂上讲焦裕禄精神时潸然泪下的视频，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郑州大学注重发挥社会大课堂作用，让师生在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切身感受焦裕禄精神。学校组织
学生赴兰考县开展红色文化研学，多次邀请焦裕禄
的家人、同事来到学校，与师生面对面讲述焦裕禄
的故事。学校还鼓励师生围绕焦裕禄精神进行艺术
创作，诠释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比如，郑州大
学学生创作了微电影 《梦回兰考》，学校组织了 《人
民公仆·中国脊梁——弘扬焦裕禄精神美术作品巡
展》 等。

（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焦裕禄精神
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州大学：

焦裕禄精神铸魂校园文化
郭慧华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党支部始终坚持开展
学习焦裕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主题党日活
动、专题讨论、焦裕禄先进事迹学习座谈、观看影
视作品等多种形式，引领广大教师深刻领会焦裕禄
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不忘教育初心，牢记
育人使命。

从102岁的老书记、老教师朱美琳，到现任校长
孙永杰、书记穆敏，党员干部接续接力，传承传扬。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以校为家，以教师的发展、学生的
进步、家长的关注为出发点，呕心沥血，矢志不渝，
坚持工资低于一线教师，坚持帮教助学，工作加班带
头在前，坚持一线教学驻班并担任第二辅导员。校长
室里，每周的“校长有约”，校长当面倾听意见，共
同解决问题；校园里，校长蹲下身子给学生系鞋带；
下雨天，教师们宁肯自己淋着也要给学生撑起一把把
遮雨的伞⋯⋯这些都已成为校园常态，那股焦裕禄身
上的亲劲、韧劲、拼劲在学校党员、教师身上随处可
见。

同时，学校利用日常教学实践活动、主题班队
会、国旗课程等契机，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学校
少先大队成立焦裕禄中队，利用“快乐实践周周行”活
动，走进焦裕禄烈士陵园，参观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感受焦裕禄同志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三
害”顽强斗争的事迹，感受焦裕禄“党的好干部”“人民
的好公仆”的光辉形象，更进一步理解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深刻内涵。

学校还成立了红领巾志愿服务队，走进大街小
巷，走进敬老院、福利院等，做文明城市的守护者、
文明交通的志愿者、爱心奉献的传播者。

（作者系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副校长）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再现焦裕禄的亲劲韧劲拼劲
庞航宇

2011 年 6 月，教育部以“双百人物”为全国 128 所中
小学班集体命名。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光荣地拥有
了“焦裕禄班”这个荣誉称号。

我们在班级里开展了以“追寻焦裕禄事迹，传承焦
裕禄文化”为主题的一系列校内课程和服务社会的校外
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我们带着学生走进兰考县焦裕禄烈士陵园，聆听先
进事迹，追寻精神足迹，缅怀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
民的优秀共产党员。学生们集体发出“传承焦裕禄精
神，做新时代好少年”的铮铮誓言。

我们鼓励学生参加公益活动，迈开志愿服务的脚
步。班里的 62 名学生加入了志愿者协会，成为光荣的

“公益小天使”。我们邀请志愿者协会手语工作室的老师
们，来到学校为孩子们传授手语，便于孩子们今后能和特
殊群体进行交流、服务社会。

孩子们分成小组，每周末参加协会的公益活动。孩子
们参加了“送爱心便当，做爱心小天使”活动。一大早，孩
子们就来到约定地点，“爱心商家”邢叔叔带来做好的便
当，给孩子们介绍了受助家庭的情况。这是一个只有两口
人的家庭，60岁的儿子，全身重度烧伤，家里还有一位80
多岁的老妈妈，生活非常困难。孩子们听了之后，一个个
表情凝重，从邢叔叔手中接过便当，沉甸甸地捧在手里，小
心地递到受助人手里。

今年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焦裕禄班”的孩子们一起
来到祥符区毛庄村，为这里的留守儿童进行才艺表演，还
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爱心礼物送给了互助伙伴。

孩子们走进大街小巷，开展安全宣传，将600余份
亲手绘制的安全知识宣传单送到附近市民手里，并向他
们宣传安全知识，呼吁大家提高法律意识。孩子们还走
进部队，学习国防安全知识，感受军人们不怕吃苦、冲
锋在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在不断提
高，焦裕禄精神在悄悄传承。这样的教育帮助学生们逐
渐成长为一个个履职尽责、敢于担当的优秀少年。

（作者单位系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焦裕禄精神成就担当少年
董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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