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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
干部的光辉榜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任仲文编著的这本《践行群
众路线的楷模（焦裕禄）》在挖掘焦裕禄精神内涵的同时注重了焦裕禄精神的时代因素
。本书适合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党的群众路线先进人物教育。

 

内容简介

     焦裕禄，革命烈士。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
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
导工作方法，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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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 “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
仆”。《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焦裕禄）》一书为我们介绍的就是焦裕禄的生平事迹，
宣传了焦裕禄精神，呼吁广大群众向焦裕禄学习，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员更应以他为榜样
。
《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焦裕禄）》由任仲文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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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焦裕禄 （1922—1964） 每年的5月14日焦裕禄逝世纪念日，总有
上万人从各地自发来到河南兰考，祭奠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焦裕禄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
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因生活所迫，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
焦裕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1943年秋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
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了两年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家乡，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当民兵后，
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焦裕禄于 1946年1月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他
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
，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
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
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 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焦裕禄
（1922—1964） 每年的5月14日焦裕禄逝世纪念日，总有上万人从各地自发来到河南兰考
，祭奠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焦裕禄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
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因生活所迫，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日伪
统治时期，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
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1943年秋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
苏省宿迁县，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了两年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
县回到了家乡，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当民兵后，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焦裕禄
于 1946年1月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以
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
随军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
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
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
他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
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
、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常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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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
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
就是他死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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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穿越半个世纪的怀念——兰考干部群众眼中的焦裕禄 河南日报记者 刘勰 田建光 童浩麟
在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焦裕禄亲民爱民的故事广为传颂。
3月16日，记者赶赴兰考，倾听当地干部群众讲述他们眼中的焦裕禄。
“走到群众中。给群众办事，就是好干部" 出了兰考县城，顺着313省道向东走5公里，就
来到了当年被焦裕禄树为“四面红旗”之一的红庙镇双杨树村。村口一位抖空竹的老人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步态轻盈。附近村民说，这位老人叫姚留
学，曾“顶撞”过焦裕禄。
“说起焦书记，俺一辈子都忘不了！”老人对记者说。
姚留学说，1963年6月下旬，趁着下小雨，村里组织群众在村西路边的地里抢栽红薯，因
为年纪小，他只负责丢红薯苗。大概上午十点多，当大伙干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看到两
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到地头，脱了鞋光着脚径直走到地里，捋起裤腿开始刨坑栽红薯。
姚留学一不留神把红薯苗丢到俩人沾满泥水的脚前，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人问道：“小
伙子，你知道怎么栽效果好吗？ ”姚留学抬头回答道：“我只负责丢，不管栽。”那人
笑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到家里，叔叔告诉姚留学，和他开玩笑的那位中年人就是县
委书记焦裕禄。从那时起，姚留学一直在问自己，一个县委书记的言语和穿着咋与普通
百姓一模一样，压根分辨不出来？“啥叫群众路线？俺觉得这就是群众路线！”
姚留学执意把记者领进家，说要看一件“宝贝” 。一进院门，记者发现他家居住环境真
不赖，两进的院子点缀不少花木，两层小楼遍贴瓷砖。老人告诉记者，当年，双杨树村
村民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用卖鸡蛋、卖猪的钱买来牲口、种子，坚持走自力更
生的道路，焦裕禄将该村作为农村实施集体经济的榜样树立起来，并称之为“双杨树的
‘道路’”。而今红旗不倒，双杨树村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利用邻近县城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发展民间贸易，村民逐步走向富裕。“咱不能给焦
书记丢脸！” 姚留学说。
但这些并不是老人要记者看的宝贝。
姚留学把记者领到了他家的房后。原来，那是一处破旧的房舍，当年焦裕禄曾多次走进
这间老屋，和农民商量如何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路子。后来的半个世纪，他的院子
进行了4 次翻新，但独独把这间老屋保留了下来。有人曾劝他把它拆了，还可以扩大一
些住宅面积，可他说：“焦书记当年在这间屋里，见砖坐砖，见石坐石，和群众打成一
片，留下这间老屋，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本。” 和姚留学告别时，老人拉着记者的手
说：“不需要做啥惊天动地的事，只要走到群众中，给群众办事，就是好干部。
老百姓就是从一件件小事中看党员干部的。” “如何把精神转化成物质，唯有实干” “
焦书记看问题准、决心很大、绝不向困难低头。”3月16日，红庙镇樊庄一座干净的农家
小院，83岁的樊哲民老人面色红润，双手交叉，缓缓地说。
穿越半个世纪的怀念——兰考干部群众眼中的焦裕禄 河南日报记者 刘勰 田建光 童浩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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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焦裕禄亲民爱民的故事广为传颂。
3月16日，记者赶赴兰考，倾听当地干部群众讲述他们眼中的焦裕禄。
“走到群众中。给群众办事，就是好干部" 出了兰考县城，顺着313省道向东走5公里，就
来到了当年被焦裕禄树为“四面红旗”之一的红庙镇双杨树村。村口一位抖空竹的老人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步态轻盈。附近村民说，这位老人叫姚留
学，曾“顶撞”过焦裕禄。 “说起焦书记，俺一辈子都忘不了！”老人对记者说。 姚留
学说，1963年6月下旬，趁着下小雨，村里组织群众在村西路边的地里抢栽红薯，因为年
纪小，他只负责丢红薯苗。大概上午十点多，当大伙干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看到两个骑
自行车的人来到地头，脱了鞋光着脚径直走到地里，捋起裤腿开始刨坑栽红薯。 姚留学
一不留神把红薯苗丢到俩人沾满泥水的脚前，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人问道：“小伙子，
你知道怎么栽效果好吗？ ”姚留学抬头回答道：“我只负责丢，不管栽。”那人笑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到家里，叔叔告诉姚留学，和他开玩笑的那位中年人就是县委书记
焦裕禄。从那时起，姚留学一直在问自己，一个县委书记的言语和穿着咋与普通百姓一
模一样，压根分辨不出来？“啥叫群众路线？俺觉得这就是群众路线！”
姚留学执意把记者领进家，说要看一件“宝贝” 。一进院门，记者发现他家居住环境真
不赖，两进的院子点缀不少花木，两层小楼遍贴瓷砖。老人告诉记者，当年，双杨树村
村民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用卖鸡蛋、卖猪的钱买来牲口、种子，坚持走自力更
生的道路，焦裕禄将该村作为农村实施集体经济的榜样树立起来，并称之为“双杨树的
‘道路’”。而今红旗不倒，双杨树村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利用邻近县城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发展民间贸易，村民逐步走向富裕。“咱不能给焦
书记丢脸！” 姚留学说。 但这些并不是老人要记者看的宝贝。 姚留学把记者领到了他
家的房后。原来，那是一处破旧的房舍，当年焦裕禄曾多次走进这间老屋，和农民商量
如何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路子。后来的半个世纪，他的院子进行了4 次翻新，但独
独把这间老屋保留了下来。有人曾劝他把它拆了，还可以扩大一些住宅面积，可他说：
“焦书记当年在这间屋里，见砖坐砖，见石坐石，和群众打成一片，留下这间老屋，就
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本。” 和姚留学告别时，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不需要做啥惊天
动地的事，只要走到群众中，给群众办事，就是好干部。
老百姓就是从一件件小事中看党员干部的。” “如何把精神转化成物质，唯有实干” “
焦书记看问题准、决心很大、绝不向困难低头。”3月16日，红庙镇樊庄一座干净的农家
小院，83岁的樊哲民老人面色红润，双手交叉，缓缓地说。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他
曾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焦书记刚来兰考，就让我汇报救灾情况。”他回忆，“听完
汇报后，焦裕禄说， ‘救灾不能光发放物资，不要扬汤止沸，要釜底抽薪 ’。”
在兰考400多天，焦裕禄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 120多个。“开会，包括在礼堂作报告，
他很少拿稿。”樊哲民回忆，“焦书记讲话，一般拿记录本，讲具体事儿。他喜欢用事
实说话，来说服大家。很快，焦书记就提出除‘三害’的办法。” 樊家小院内，有一片
两分地的菜地；屋子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小而整洁。谈及兰考现状，樊哲民老人很感
慨：现在的兰考，从精神上说，有焦裕禄的精神；从实际经济状况看，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如何把精神转化成物质，唯有实干！
“现在的干部就该学焦书记为人民服务的劲头" “眼不中啦——”80岁的葡萄架乡葡萄
架村老党支部书记孙世忠，推了推老花镜，颤抖着双手，把一个纸张泛黄、书脊磨烂的
日记本放到阳光下，慢慢念读。 这个记录本上，写着1964年3月12日，焦裕禄的电话会议
精神。那一天，距离他离开兰考，被送往开封的医院，只有11天。“抓紧时间关心群众



生活，社员有劳有逸，在生活上没有落实的要很快落实，做到心中有数”；“大量给群
众讲政策，讲花生奖励政策”；
“不准买汽车马车，主要买架子车和牲口”；“送肥料运输不要叫小孩拉”⋯⋯ 葡萄架
村是焦裕禄倾注精力最多的地方之一。曾担任葡萄架村党支部书记30年的孙世忠老人回
忆：“从县城到葡萄架村，有20多公里，骑自行车得骑一个半小时。焦书记的自行车还
不是新的，是半旧的。他很朴素，戴个帽子，在这里住得很随便。 ” 孙世忠老人回忆，
有人反映窑建好了没有煤，焦书记立马把煤场负责人叫来询问：大队分了多少救济款？
多少户？他还支持村民搞多种经营，让大家去双杨树村买桐苗，一下子育了
5亩桐苗⋯⋯ 在老人看来，现在有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问题，“现在的干部就该学
焦书记为人民服务的劲头”。 在兰考两天的采访中，被采访的群众大都能绘声绘色地说
上一两段焦裕禄的往事，还把自己以后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点进步都由衷地归功于焦裕禄
的熏陶感染。
记者深深地体会到：焦裕禄从未离开；只要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就会念你一辈子。
《河南日报》2014年3月18日 P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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