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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晚报》记者
伊茂林

山东省淄博
市博山区北崮山
村，是“县委书记
的好榜样”焦裕禄
的故乡，焦裕禄纪
念馆就坐落在北
崮山村北头。在
今年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这
里迎来了一批又
一批党员干部，他
们在焦裕禄塑像
前重温入党誓词，
缅怀这位享有崇
高声望的党的优
秀干部。

故乡在淄博，
因而焦裕禄不仅
是全国县委书记
的 榜 样 ，更 是 淄
博人引以为豪的
楷模。提起他的
事迹、他的故事，
家乡人有说不完
的感动、道不尽的
景仰。

家乡亲人深情回忆焦裕禄：

他穿得很土，根本不像干部

1964年春天，正当焦裕禄领导兰考人民同涝、沙、
碱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他的肝病越来越重。
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你压住他，他就不欺负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
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

1964年春节，是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家乡。短短7
天，家人未曾想过，这竟是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家。焦裕
禄的侄子焦守忠曾这样回忆：“那是叔叔的最后一个春
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腊月廿八到的家，还没过完年就
被一个电报叫回了兰考，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焦守忠
他们全家人当时都不知道焦裕禄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只
是看着他的脸色不太好，非常瘦，但精神很好。那个春
节，焦裕禄和老家人聚在一起过得很开心，但大家怎么
也没想到，他回到兰考没几个月，就传来了病危的消息。

1964年5月上旬的一天，焦守忠永生难忘，他接到
兰考县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焦裕禄病情严重，要家人
立刻赶往兰考。“过年时还见了面，我们都没想到会这
么严重，我当时提前赶到了河南，去了之后发现叔叔的
病已相当严重了。”无奈之下的焦守忠忍着悲痛回到家
乡，把父亲和其他亲人接到了兰考。“叔叔还是走了，他
还那么年轻，他生前为人低调，性格坚强，我们忍痛送
走了他。”那时的焦守忠更没想到，那个在自己心里异
常坚强的叔叔，后来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
治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临终遗言，是焦裕禄铮铮
铁骨的鲜明写照，更是他对兰考人民一诺千金的执著
惦念。

焦裕禄出生在村里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父
亲给地主家做长工，后来遭受压迫去世。焦裕禄
也干过长工，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外出逃过
荒。在村子的中央是焦裕禄故居，一座普通的北
方农户家庭的小四合院。村里人说，这里的摆设
还和当年一样。从狭小的房间和简陋的家具中，
可以想象出当时焦裕禄家庭生活的窘迫。

或许正是贫苦的生活、多舛的命运磨炼了焦
裕禄坚强的性格，在老家，焦裕禄毅然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1947年，焦裕禄根据党的安排南下时，他
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尽管后来十几
年的时间里，他只回过三次家乡，但他始终和家乡
血肉相连，他精神的根也在家乡。

在焦裕禄故居，焦裕禄的侄媳妇——今年74岁
的赵新爱是目前老家人里见过焦裕禄本人的为数
不多的健在者之一。赵新爱说，1964年春节，焦裕
禄回家探亲。那年，自己刚刚和焦裕禄的亲侄子焦
守忠订婚，听说家里回来了大干部，于是也来看看。

“没想到,焦裕禄穿一身土不拉几的灰大衣,脚上一
双老汉穿的布棉鞋，一口博山腔，根本不像个干部！
可惜，回到工作岗位几个月，他人就没了。”说起这
些，老人有点儿哽咽。

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曾回忆说，1962年，他去
兰考看望叔叔焦裕禄时，当地条件非常恶劣，焦裕
禄住的是工人宿舍，所谓办公室也就是一张办公
桌、一把椅子。兰考风沙很大，桌子上一摸全是
土，根本看不出桌子原来的颜色。在这样的环境
下，焦裕禄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
点一滴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
武器。

焦裕禄和当地干部群众用泡桐治住了盐碱、
风沙。之所以种泡桐，除了泡桐自身的适应能力
外，一方面是因为泡桐高却不遮阳，有利于庄稼生
长；另一方面是泡桐根深，不和庄稼抢养料。

■编者按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镇北崮山村。1939年，
他的父亲遭受压迫去世，他本人也被虏往辽宁抚顺做苦工。1941年，他设法逃回家乡，后到江苏宿迁给一家姓胡的地主
当长工。1945年，他回到家乡参加民兵组织，并参加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194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本县区武
装部工作，后被调往外地。

五省六市报纸联动推出的“沿着焦裕禄的足迹”大型系列报道，今日追忆焦裕禄在家乡山东淄博的足迹，汲取榜样力
量。敬请关注。

不曾忘却的记忆 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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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故居 位于北崮山村北头的焦裕禄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