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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未 来 的 赶 考

早春时节，豫东兰考县生机萌动。麦
苗青青，玉兰怒放，很难想象，当年这里风
沙、盐碱、内涝“三害”肆虐，百姓流离失所。

时间推回到 1962 年底，焦裕禄临危
受命，来兰考这个“最苦、最穷、最困难的
县”担任县委书记。在兰考的475天，他带
病查风口、探水源、治盐碱、种泡桐，艰苦
奋斗，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在焦裕禄同
志纪念馆里，几件遗物让人震撼。为压迫
肝疼用掸子顶出洞的藤椅、打了42个补丁
的被子、36个补丁的褥子、下乡拄的竹棍，
让人仿佛看到焦裕禄不懈奋斗的身影。

50 年沧桑巨变，但人民对焦裕禄的
怀念没变。在兰考人心里，他，从未离去。

一种信念——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

改变兰考面貌”

黄河九曲十八弯。
一路奔腾的黄河水，到兰考东坝头乡，

转身向北，拐了入海前最后一个弯。“铜头
铁尾豆腐腰”，在这段“豆腐腰”，历史上黄
河多次决口，形成“三害”为患一方。

三义寨乡南马庄村，位于兰考县最西
边。68 岁的村民耿德宇回忆说，“当年有
句顺口溜，‘春天白花花，夏季水汪洋，秋
天不见收，全靠统销粮’。这里盐碱、内涝
严重，经常颗粒无收，村里人只能逃荒要
饭。”他记得，焦书记是大雨天来的，拄着
棍子，蹚着水，号召大家挖河排涝，拉沙压
碱，给大地“贴膏药”。“后来才知道他是县
委书记，衣服补丁摞补丁，条件好的农民
都比他穿的好。”如今，这里通过发展循环
农业，种植水稻、莲藕，养“快乐猪”，农民
人均纯收入去年已达 6000多元。

城关乡老韩陵村是焦裕禄的蹲点村，
昔日风沙肆虐。他一来就召开“三老会”，
征求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的意见，找到

穷根，一起翻淤压沙、种植泡桐。被焦裕禄
誉为“护林小英雄”的张根群说，“他是最朴
实的人，贴近群众，穿着件黑不黑红不红的
破棉袄。冬天来了，他拉着我的手问冷不
冷？对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亲呢！”

81 岁的刘俊生老人最爱到“焦桐”树
下走走。这棵焦裕禄栽下的泡桐，如今枝
繁叶茂，3 个人才能抱拢。他说，“焦书记
跑遍了全县 149 个生产大队中的 120 个，
每次去偏远的乡村，自行车上带着铺盖，
走到哪就住在哪，与群众在一起。”时任县
委办宣传干事的刘俊生想给焦书记拍照，
但他不让。焦裕禄说，“咱不要浪费胶卷，
要照就给群众照，你看他们改变兰考的劲
头多足呀！”焦裕禄在兰考只留下 4 张照
片，其中 3 张是偷拍的。只有一张与泡桐
的合影，是刘俊生劝他拍的，“他最喜欢泡
桐，说能防风固沙，改变兰考的面貌。”

在风沙中、在暴雨里；大雪纷飞时、烈
日骄阳下，焦裕禄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兰
考大地。时任县委办副主任的张明堂记
得，越是恶劣天气，老焦越往灾区跑。他查
风沙源头，探水患走势，尝盐碱成分，心系
群众冷暖，每到一村，都要倾听群众的意
见。为了亲手掂掂“三害”的分量，他带领

“三害调查队”徒步跋涉 5000 多里，掌握
大量一手资料，制订了治理“三害”的方针，
带领群众给大地“扎针”（种树防沙）、“贴膏
药”（翻淤压碱），改变了兰考的面貌。

一种情怀——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
独没有他自己”

1963年12月9日，大雪纷飞。焦裕禄
走进梁孙庄一座低矮的茅屋，梁俊才大爷
卧床不起，老伴儿双目失明。老人问：“你
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回答，“我
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
的。”老大娘用颤抖的双手摸索着焦裕禄
说，“我多想看看共产党的好干部”。

“焦书记把群众当成父母，每次讲到这
里，很多人潸然泪下。”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
副主任董亚娜说，“每到清明和焦书记的忌
日，群众自发来扫墓。收了新麦，群众带来新

蒸的白馍，秋天带来花生、红枣、苹果。家里
有了高兴事，都愿意跟焦书记说说，遇到难
事，也来墓前诉诉。”近些年，来这里参观的人
数逐年攀升，年接待150万人次。去年，还
接待了境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

红庙镇双杨树村，曾以“双杨树的道
路”被焦裕禄树为典型。村民姚留学记
得，焦书记常来村里，还与自己一起栽过
红薯秧。“他看着可温和了，干起农活来就
像本村人。”如今，姚留学住进了二层小楼，
但一直保留着屋后一处破茅屋。“这老屋当
初是大队部，焦书记每次来就在这儿工
作。孩子们想把老屋扒了，沿街开个门，赁
出去当门面房。我不舍得，留着它，就像能
看到焦书记，心里特别温暖。老百姓想
他，不是嘴皮子上说的，是心里头有他！”

东坝头乡张庄村当年是兰考最大的风
沙口，“大沙丘像长了腿一样跑”。乡敬老院
副院长雷中疆说，1963年春节，村里有副对
联，“稀糊涂菜糊涂稀菜糊涂，红萝卜白萝卜
红白萝卜”，横批“忍饥挨饿”。所谓“糊涂”就
是糊糊，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村里人只能
扶老携幼“扒火车”去逃荒，“凄凉得很”。老
人至今忘不了焦裕禄，“老百姓最知道香
臭，最知道远近。焦书记到群众中去，了解
群众疾苦，从群众中找出了治‘三害’的办
法，我们永远怀念他。1964年3月23日，他
去郑州看病。5月 14日，他因病去世。临死
他还惦记着兰考，只要身体好一点，他都不
会离开这个地方。”说到这里，76岁的雷中
疆老泪纵横，他擦拭着泪水，哽咽难言。

一种传承——

“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
了那么多，我们能为后人留下
些什么”

行走在兰考，记者一直在思考：焦裕
禄在兰考工作时间不长，为什么 50 年来
人民一直对他深情怀念？在新的历史时
期，如何才能传承焦裕禄精神？

人民怀念他，因为他带头苦干。68
岁的老韩陵村村民张林田说，“焦书记对
群众可实在，能吃苦，干起活来不怕苦不
怕累，真贴心！焦书记号召种植的泡桐挡

住了风沙，现在的土地种啥啥成。”
人民怀念他，因为他亲民爱民。谈起往

事，83岁的郭志忠老人像是陷入了那段岁
月，“真想他啊！他待人可好。算起来老焦今
年92岁了，我总觉得他没走，还活着。”

人民怀念他，因为他清正廉洁。儿子
看了场“白戏”，焦裕禄让退回票款，起草
了《干部十不准》。焦裕禄之子焦跃进如
今是开封市政协主席，父亲去世时，他才
5 岁，印象不深，“很多事是听我母亲讲
的。当年，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任何
人都不能搞特殊，不能因为你是县委书记
的孩子就得到照顾。我们家至今传承着
这个家风，不搞特殊，不向组织上伸手，不
打着我父亲的旗号谋取私利。”

人民怀念焦裕禄，因为他赤诚的公仆
情怀、严谨的求实作风、不屈的奋斗精神、
高尚的道德情操。人民怀念焦裕禄，还因
为今天少数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背离了
党的宗旨，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焦裕禄精神不会过时，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兰考，在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正向焦裕
禄学习，从今天做起、从小事做起。

“学习焦裕禄精神，就要带头干事、带
头吃亏、带头廉政。1991 年我担任村支
书起，去兰考不下 10 次，一有难处我就去
学习。他把群众当亲人，我从心里向他
学，当干部就要带头干活，把活干好！”濮
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说。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法官王军
华说，“学习焦裕禄，就要学习他把百姓装
进自己心里，吃苦在前，为百姓办实事。”为
了帮65位农民工讨薪，她发着高烧坚持办
案，欠薪追回了，她却昏倒在办案现场，“看
着群众期待的眼神，我的脚步不能停止！”

“不同时期，干部面临着不同的挑
战。以前要解决温饱问题，现在要带领群
众谋发展。但无论什么年代，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兰考县纪委副
书记、监察局局长赵雪廷说。

时光逝去，精神永恒。第二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蓬勃开展之际，重温
焦裕禄的故事，将为我们注入新的力量。

穿 越 时 空 的 力 量
——在河南兰考听焦裕禄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晋

（上接第三版）秋高风急，尘叶飞扬。偶有树
叶落到饭碗里，他吹掉叶子，接着吃；尘土落
到饭碗里，他剔掉尘土，接着吃。

所有这些，正如尹小平所感受的那样，固
然时光穿梭、岁月流淌，总书记那种源自泥土
的人民情怀和百姓本色依然如故。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要求全党重新思

考，认真作答。
这似乎是一道简单的考题。
这又是一道极难回答的考题。
有人用生命去回答。焦裕禄倒在了带领

百姓治沙的路上。
有人用挚爱去诠释。孔繁森最喜爱的名

言是：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
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有人用心灵去感悟。杨善洲常说：“多想
一想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不起党和
人民的地方。”

⋯⋯
时代考卷上，共产党人为什么必须答好

这个考题？
习近平说，如果领导干部弄不清“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如果“四风”问题蔓延开
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
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
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回塔元庄“接地气”，到西柏坡重温革命
史，与群众交流座谈，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指导河北教育实践活
动，习近平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新时期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教育实践活动中，党员、干部在反思中

作答。
2013 年 7 月 22 日，栾城县北屯村。石家

庄市委书记孙瑞彬来到自己的联系点，一下
车，村民迎上来：“书记啊，平时都见不到你，
这回可看见了。”

村民说得很真诚，可孙瑞彬的脸“刷”
就红了。他反思：“我看到了平时离老百姓
有多远。”

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常
委们谈感受：

过去步行或骑自行车下乡，同群众一条
板凳聊天，一个锅子吃饭。现在进出小轿
车、空调房，成天看材料、批文件，自以为
对群众了解，实际上已同群众拉开了距离。

是什么让我们疏离了群众，又是什么让
我们疏离群众后还没有自觉呢？

驻村干部钟学荣对此有所感悟。
滦平县南大庙村以前也曾来过帮扶干

部，可大多打个照面、摆个样子，就再不
见人影。初见钟学荣，村里的王秀荣大娘
突然冒出一句：“你不会也是打个旋儿就跑
了吧？”

那天，王大娘给他送来野菜玉米面饽
饽，说：“野菜有点苦，但眼下这节令吃了
能败火。”

后来，驻村干部扎根在村里，为村民打

井、解决吃水难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
的称赞。

钟学荣在日记里写道：“野菜，苦在嘴里，
败的是身体的实火；驻村，苦在身上，泄的是
心中的虚火。”

如习近平所言，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正是
要泄掉党员干部身上的虚火、邪火，这样才能
接上淳厚地气，在胸中养起浩然正气。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教育实践活动中，共产党人在行动中

作答。
按照总书记“眼睛向下、为人民做事、多

雪中送炭”的要求，河北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建议，共计 46 万多条。还请基层代表“当面
锣、对面鼓”地给省委领导提意见。

一条条意见，就是一道道考题。
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南路第二社区，曾

是一个垃圾成山、下雨成河的地方。群众反
映过，居民建议过，没见领导来过。

去年夏天，桥西区包社区干部带着施工
队来了，昔日垃圾山成了休闲绿地。

63 岁的居民高风笑着说：“我不是太了
解群众路线活动，只知道共产党为我们办了
实在事，这就好！”

⋯⋯
多年积存的问题在解决，曾经的距离在

拉近。
在阜平骆驼湾村，我们走进 69 岁的唐宗

秀家。
土坯房低矮简陋，在深冬里显得破败而

冷清。一进屋，女主人把水壶提起，通红的炉
火“腾”地蹿了上来。

一年多前，习近平曾坐在这炕头，与唐宗
秀拉家常。

“总书记都问你些什么？”
“问我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问粮食够不

够吃，问过冬的棉被有没有，问取暖的煤够不
够，问小孩子上学远不远，问看病方便不方便
⋯⋯”

这是唐宗秀家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狭窄
的土路上，习近平挽着她和另一位村民，走
着，说着，笑着。两侧墙面斑驳脱落，午后金
色的阳光斜照在他们身上，把长长的身影投
在路旁的积雪上。

党的最高领导人和两位普通农民，三人
相携前行，如同迎归了回乡串门的亲人。这
画面，不禁让我们怦然心动，它不正是“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所包蕴内涵的精妙图解
吗？不正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道考
题的最佳答案吗？

笼罩他们的阳光是那样温暖，一如此
刻我们眼前的炉火，穿透了隆冬的严寒，
穿透了小村的贫穷，穿透了山野间沉寂的
岁月⋯⋯

“赶考”永无止境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

中。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

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

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

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习近平

65 年前，共产党“进京赶考”前的那段对
话，至今犹在耳边：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
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
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字字千钧，意味深长。
赶考，赶考，65 年来，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如今正走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但挑战更加
严峻，考试仍未结束。

这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就是
一场考试。

及格没有？能否优秀？
我们尝试着请河北省基层干部群众为党

风现状打分。
塔元庄会议室里，村民们你一言我一

语，讨论热烈。
“95 分。”大部分村民众口一词，打出

了高分。
“我给 100 分。”村民刘朝快人快语，

“我亲眼见到了总书记，他接地气。我们党
有希望。”

“王韶华书记，你打多少分？”
这位正定县委书记思索片刻：“打 90 分

吧。”
“那 10分是怎么扣的？”
他说出自己的理由：“一是经济转型离群

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党风改善有了
好开端，还不等于好结果。三是改善民生还
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大气污染，就压得
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个场合，何玉等三位正定县老同
志打了 80多分——“良”。

“我要留点余地。”何玉解释说，“人们有
一个担心，担心今天抓作风力度大，明天会不
会又没劲儿了；大伙儿有一种盼望，盼望好作
风能长久坚持下去。”

谈到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大家普遍给党
风加了 5分。

5 分，不算多，也不算少，从中看到广大
群众对这场考试的肯定，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面向未来的赶考，共产党人必须
心怀历史的忧患。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西柏坡，习近平告
诫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

旧居、军委作战室、二中全会旧址、九月会
议旧址，一座座土坯房，虽泥灰匝顶，却备感亲
切。置身其中，与历史对话，与先辈交流⋯⋯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枣红色的展板上，毛泽东 65 年前留下的
这两句话，让习近平陷入深思——

“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
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
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
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

⋯⋯
历史孕育着真理，往日的教训转为后世

的鉴戒。
2012 年，在主持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工

作时，习近平主张写下这样一段话：“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
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

新的国内外环境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
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挑战
不断；

新的发展阶段中，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
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暗
流涌动。

“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
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谈到作风建设，习近平突然这样发问。
接着，他作出分析：

“就是因为去捡砖的人多啊，今天你拿一
块，明天他拿一块，最后塔就轰然倒掉了。倒
下来是顷刻之间的事，但过程是渐进的。”

他语重心长地说：“有的事，总觉得不是
燃眉之急的事，但恰恰是危亡之渐啊！”

——面向未来的赶考，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
时代的重任。

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共产党人就踏上
了赶考的旅程。为了答好这份考卷，多少先
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考出一个好成
绩，多少共产党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时代已经给出新的考题。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

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
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
明了；但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
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
续作出回答。

在西柏坡，习近平谈到当今时代的考题：

“中国梦，两个百年，我们正在实现第一个百年
的征程中，这是有时间表的，考试仍在继续。”

对于这场考试，他有着清醒的自觉：“我
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
交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
好这一棒。”

——面向未来的赶考，共产党人必须引领
民族的希望。

作风在抓，风气在变。
干部群众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新局、树新风，给中
国带来新气象、新希望。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其他中央政治局
常委深入联系点，实地调研，给予有力指导。

李克强指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更
好落实，使人民政府为人民性质更好体现。

张德江强调，要让群众成为中国梦的实
践者和受益者。领导干部要善于换位思考，
站在群众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

俞正声指出，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
整风精神，把问题摆清、把差距找准、把方向
定明，达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目的。

刘云山强调，群众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镜
子，百姓的期待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要对照
群众意见找差距，对着群众要求去整改。

王岐山指出，以落实八项规定、改进作风
的新成效，赢得群众支持，坚定群众对党的信
心，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张高丽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
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
面向省以下机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第二

批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展开，涉及单位和人员
范围更广、领域更宽、数量更大，与群众贴得
更紧，解决的问题更实际，必将对新时期党的
建设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指出，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与记者座谈时，正定老干部王志敏对
追梦充满希望。他激动地站起来说，现在中
国的希望，就像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
头的一只航船，就像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他引用的，不正是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
命胜利的壮丽展望吗？

此刻，我们不禁想起习近平和中央政治
局其他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
话。谈到“中国梦”，他说出了回响在时代上
空、让国人为之振奋的那句话——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早春时节，滹沱河水苏醒了，从太行山麓
向大海奔流，西柏坡的山岭生机萌动。

一路向前，一个朝气蓬勃的未来正在向
我们招手，一个百年魂牵的梦想就要实现！
文/新华社记者 李从军 赵 承 李柯勇

（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23 日
电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
峰辉 23 日上午应约与澳大利亚
国防军司令赫尔利通电话，双方
就进一步加强马航失联客机搜救
工作交换了看法。马来西亚交通
部说，法国卫星在南部走廊发现
疑似物体。此外，中国空军在澳
大利亚珀斯方向首次搜寻行动调
整为 24 日展开，中国“雪龙”号、

“中海韶华”轮预计 25 日到达目
标海域。

房峰辉应约与澳大利亚国防
军司令赫尔利通电话时说，中澳
要按照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加强
合作，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下一
步，中国军队将继续尽最大努力
参与搜救工作，派出飞机舰船和
专业力量赴疑似目标海域搜寻，
加强侦搜研判，同时兼顾北线开
展搜寻。希望澳方在南线搜救中
积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共同为
搜救行动取得进展做出努力。

马来西亚交通部 23 日发表
声明说，马方当天早上收到来自
法国方面新的卫星图片，显示在
南部走廊附近发现疑似物体。马
方立即将这些图片传送给澳大利
亚救援协调中心。

声明说，澳大利亚当天将继续于相关海域开展搜
救，但是截至马来西亚当地时间 14 时 30 分，澳方通知
马方他们还未观察到任何与失联客机相关的新迹象。

中国空军前方指挥组23日说，根据澳方统一安排，
中国空军在澳大利亚珀斯方向首次搜寻行动调整为24
日展开，重点搜寻南印度洋发现疑似漂浮物的海域。

中国空军前方指挥组组长刘殿君说，24 日凌晨
3 时，中国两架伊尔-76 运输机将依次从澳大利亚皮
尔斯空军基地转场到珀斯国际机场，完成加油后飞赴
南印度洋中澳两国卫星发现疑似漂浮物的海域进行搜
寻，并为中国海上搜救舰船提供信息。

刘殿君还表示，预计中国空军第一次搜寻的最远
距离为 2700 公里，往返飞行时间 8 个多小时。考虑到
南印度洋任务海域航程远、面积大、海况复杂，为使搜
救工作更加有效、科学，中澳双方经过协商，对第一次
搜救航线和时间进行了调整。

截至 23 日 18 时，“雪龙”号航行到南纬 36 度 50
分、东经 102 度 57 分，距离目标海域还有 650 海里，行
程过半，预计还需航行 40多个小时到达目标海域。

根据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消息，目前，“海巡 31”、
“南海救 115”全速向中方南部搜寻区搜索前进。“海巡
01”、“南海救 101”在中方南部搜寻区搜索前进，逐渐
向澳方公布疑似漂浮物区域靠近。截至 23 日 12 时，

“海巡 01”、“南海救 101”在南部搜寻区累计搜寻 6105
平方公里，未发现可疑漂浮物。

中澳继续加大力量搜救失联客机

法国卫星在南部走廊发现疑似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