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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裕禄的人生哲学里，“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
群众利益为先”是显著的标签

焦裕禄用土气换来人气

焦家家风
被总结为“六个坚持”

一个打瓜的便宜，
他也不会占

国家的救济款，他一分也不要

特殊化，他从来也不搞焦
裕
禄
雕
塑

□《汴梁晚报》记者 付艳波/
文 李俊生/图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
清风来去。”这是对焦裕禄艰
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
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
操的诗意表达。无论是对自
己、对家人，还是对身边的党
员干部，焦裕禄始终把艰苦
朴素的作风融入生活和工作
中，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成为
清正、廉洁的典范。

“风正一帆顺，清廉得民心。”焦裕禄不仅用清
正廉洁的一生赢得了一代代兰考人的怀念，也让
焦家小院里的清风吹遍了中原大地。

走进焦家小院，院里的那棵石榴树见证了这
座小院里发生的故事。石榴花儿谢了又开，果实
落了又结，焦裕禄这个名字却始终常青。焦裕禄
生前的教导以及他的夫人徐俊雅的言行，让焦家
的后人完全融入焦裕禄宽广的精神河流中，形成
了独特的家风。

今年3月17日中午，焦家小院的宁静被打
破了。焦裕禄的子女们带着子孙回到这里。在焦
裕禄二儿子焦跃进的主持下，焦家的家风被总结
为“六个坚持”：要坚持带头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要
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有利于百姓的事再
小也要做，不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不能做；要坚持
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正派做人，不谋私利；要坚持
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生
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要坚持
勇于担当，善于创新，做到修身养性，自爱自重，要
求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实现各自
的人生价值；要坚持继承父亲的遗志，牢记父亲的
教诲，做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实践者、传播者，无
愧于焦裕禄的后代。

“父亲的精神最重要的一条是不搞特殊、清正
廉洁、严于律己。作为家属，我们更应该时时刻刻
严格要求自己，要警钟长鸣、清正廉洁。”焦跃进如
是说。

有一次，县里一名管财政的干部主张把县委
办公室的办公桌、椅子、茶具全部更新，焦裕禄明确
反对说：“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吗？灾区面貌没
有改变，还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更
换东西的事不但不能做，就连想也很危险。”

“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焦裕禄的这句话
如今还影响着很多人。据当年在县总工会工作过
的李国庆老人回忆，焦裕禄曾在剧场外排队买了
一张第27排靠边的票。剧场负责人发现他坐得
靠后，就请他去前排坐。焦裕禄却说：“我买的就
是这一排的座。乡下群众看戏的机会少，前排的
位置应该让他们坐！”剧场负责人说：“前排有专门
给领导留的位置，这是老规矩。”焦裕禄再次拒绝
了：“这老规矩不合理，应当废除。我们不能为迁
就某些人的坏作风而放弃原则。”

焦裕禄从来不搞特殊化，他对自己和家人都
要求严格。他的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时，有人介
绍她去当小学教师，有人介绍她去邮电局当话务
员，但都被焦裕禄拒绝了。他亲自将女儿送到食
品加工厂，并对厂长说：“守凤到你们厂做临时工
进行劳动锻炼，分配工作时，你把她分到酱菜组，
这对改造她怕脏怕累的思想有好处。你们不要以
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的思想工
作抓得更紧、要求更严。”焦裕禄儿子焦国庆看了

“白戏”，他及时让儿子补了戏票，并针对当时的不
良倾向出台了《干部十不准》文件。

他时时刻刻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广大党
员干部做着清正廉洁的榜样。

焦裕禄在兰考期间穿着土气，他艰苦朴素，和当
地群众同甘共苦。他坚持原则，从不接受馈赠，真正
做到“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他所表现出
的是一名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崇高品德。

由于家里人多，焦裕禄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从
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要补助。1963年1月中旬的
一天，焦裕禄从乡里回到县委，看到墙上贴着的福利
救济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就找到机关党支部书记询
问详情。他问：“救济要求什么条件吗？”机关党支
部书记说：“家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焦裕
禄笑着说：“我家又不在灾区，本人又没有申请，为
什么有我？发放救济款，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
要把它当成政治任务去做。要教育干部，生活上困
难，首先要省吃俭用来解决。我们都有工资，不能两
眼向上，坐等救济。”

晚上，焦裕禄召开了机关党员大会。他说：“兰
考是个灾区，群众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时时、事事
应该首先想着群众。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可自己苦些，也不要
随便要国家的救济。我们是县委机关，更应该给全
县干部做出榜样。”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发给我
的救济款，我一分钱也不要。”在他的带动下，当场有
10多名同志均表示不要救济款。最后，机关福利委
员会又重新评定了受救济人员，重点照顾了8名生
活最困难的同志。

焦裕禄艰苦朴素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走进焦
裕禄同志纪念馆，瞻仰一件件焦裕禄生前用过的衣
物，不难发现，焦裕禄的衣、帽、鞋、袜都是缝了又缝、
补了又补。一床被子被他用了几十年，上面有42个
补丁，褥子上也有36个补丁。他的办公桌、文件柜
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购买的，均有不少破损的地
方。他去世时，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
何遗产。

“焦书记可会教育人了，你
要是犯了错，他不吵你也不骂
你，而是给你讲道理。”在年过
古稀的张明堂老人眼中，焦裕
禄对身边的人严格，而且严得
有道理。

1963年盛夏的一个午后，
焦裕禄和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
副主任的张明堂从双杨树回县
城。二人在村里忙了半天却连
午饭也没顾上吃，又渴又饿。
路过一片打瓜地，张明堂建议
买个瓜吃，焦裕禄同意了。吃
完瓜，焦裕禄示意张明堂付钱，
看瓜的老农板起了脸：“焦书记
是外地人，不懂咱的规矩，你本
地人咋也不懂？过路人吃个打
瓜，谁家会要钱？俺就想把瓜
子留下。”

快走到县城时，焦裕禄指
着一处明代黄河故堤问：“明
堂，那故堤一开始就修那么高
吗？”“那咋会？是河水涨一次
附一次堤，次数多了堤就高
了。”“人犯错误也是这样。一
次能犯多大错？还不是一次次
累积……”张明堂一听，马上抢
过话头：“焦书记，您别说了，我
知道，您还在为那瓜钱的事别
扭，可人家确实是不收啊！”焦

裕禄摇摇头：“无论如何，
咱不该不给。”张明堂打
心眼儿里被焦裕禄的人
格魅力所折服，赶紧把钱
给瓜农送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