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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兰考农民魏善民今年 79 岁了，他有一
个保持了 50年的特殊习惯。

每天一大早，魏善民都要骑上他的电动三轮
车，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的一棵树下扫
叶、浇水、施肥。1971 年至今，这棵树他足足照看
了 50年。

这是一棵泡桐树。它华盖如云，附近的桐树
已经更新了三四代，唯独它历经沧桑，依旧枝繁
叶茂，屹立不倒。

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这棵幼苗，播撒下“千顷澄碧”
的希望

兰考，焦裕禄陵园内，一排泡桐树笔直挺立，
默默守护着安眠于此的英魂。站在树旁极目远
望，只看到晴空万里，澄碧如荫。

然而在 59 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
内涝、风沙、盐碱，成为压在兰考群众心中的“三
害”。彼时的兰考，风沙埋葬了无数逃荒者生活
于此的希望。

时值 1962 年冬，焦裕禄来到兰考。为了挡
风压沙，焦裕禄决定在这里栽种泡桐——“这种
树能在沙窝生长，长得又快，五六年就能长成大
树。成林之后，旱天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
水分，可以林粮间作，以林保粮。”

当年的种树者倒下了，却留下了一句铮铮
誓言：“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
们把沙丘治好。”后继者人人种树，无数泡桐蔚
然成林。

兰考的泡桐中，有一棵格外特别。这是 1963
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
5米多粗、26米多高的参天大树。

这是魏善民和焦裕禄共同种下的树。时至
今日，魏善民依然记得当时种树的情景：“我们轮
流拿树苗，轮流刨坑，搭档得很好。别人不问，根
本看不出焦书记和一般群众有什么区别。”

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抗
争，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种下这棵泡桐幼苗，也

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 余年间，焦桐默默守护着兰考，曾经的逃

荒者变成了树下纳凉休闲的民众，几度泛滥的黄
河水患，已成为滋润兰考的清澈水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其实，焦裕禄和他亲手栽下的泡桐曾有过一
张“合影”：焦裕禄肩披外套、双手叉腰、侧头目视
远方，背后斜伸出一片桐树叶。那棵未露全貌的
泡桐，正是今天的焦桐。

“1963 年 9 月，焦裕禄下乡查看春天栽的泡
桐。他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了，
十年后会变成一片林海。”时至今日，时任兰考县
委办公室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还能回忆起焦裕禄
当年高兴的神态。

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却是刘俊生当年偷偷
拍下的。他经常随焦裕禄下乡，给群众拍了上千
张照片，给焦裕禄拍的却只有 4 张，其中 3 张都是
偷拍的。“我一想拍他，他就摆摆手说‘镜头要多
对准群众’。”刘俊生说，小小的细节，足可见焦裕
禄的为民情怀。

“焦书记领着咱，日子一天比一天强，啥时候
也不能忘了。”

这是魏善民的父亲魏宪堂生前总念叨的一
句话。魏宪堂照顾了焦桐 8 年，焦裕禄去世后，
老人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地
头，看看故人亲手种下的泡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对于魏善民和其他守护着焦桐的老百姓来

说，守着这棵树，就是守着焦裕禄精神。虽然仅
在兰考工作了 470 多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铸
就了永恒的丰碑。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焦桐
树下的石碑简介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

焦裕禄纪念园干部张继焦有一个特殊的身

份，他是焦裕禄的“第七个孩子”。
“继焦”，一个饱含深意的名字。59 年前，如

果没有焦裕禄的帮助，世上也许不会有张继焦这
个人，更不会留下这个引人遐想的名字。

1962 年，张继焦还不满周岁，他的名字也不
是“张继焦”，而是父母逃荒徐州时曾为他取的

“张徐州”。一场久治未愈的大病，让张继焦的父
亲张传德险些把他扔掉。

阻止张传德的，正是下乡查看灾情的焦裕
禄。看到孩子还有一口气，他连忙拦下张传德，
当即联系了县医院，还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了医药
钱。为了铭记焦裕禄的恩情，张传德将儿子的名
字改为“张继焦”。“从我懂事起，父母就常教育我

‘不要忘了焦书记，他是你的再生父母，要像焦书
记一样做人’。”

如今，在焦裕禄纪念园内，张继焦不厌其烦
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动情
讲述焦裕禄当年的故事，“我是焦裕禄救活的孩
子，看到这些树，就想到了焦书记，它们早已活在
我的心中。”

焦 桐 ，不 只 活 在 张 继 焦 心 中 ，更 活 在 百 姓
心中。

到 最 穷 的 人 家 吃 派 饭 ，了 解 百 姓 实 情 ；忍
着腹痛工作，把藤椅顶出个大窟窿；批评儿子
看白戏，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几乎
每个在焦桐下休憩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裕禄
的故事。

焦桐对面，一座以焦裕禄名字命名的干部学
院拔地而起。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约 4 万名
学员前来聆听焦裕禄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神。
焦桐树下，不少人缅怀静思，共同纪念那个永恒
不朽的英魂。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我立志成为像焦裕禄一样的人民公仆。”焦裕
禄纪念园里，一群青年党员正面向焦裕禄的墓
碑，庄严宣誓。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棵焦桐，当无数焦桐
汇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片永恒不朽的精神林
海。”这是不少参观者共同的心声。

焦桐成雨，此水此山此地
新华社记者 王丁 双瑞 翟濯

3月 2日拍摄的兰考县展览馆（无人机照片）。
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抗争，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种下这棵泡桐幼苗，也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焦桐默默守护着兰考，曾经的逃荒者变成了树下纳凉休闲的民众，几度泛滥的黄河水患，已成为滋润兰考的清澈水源。 新华社记者 郝源摄

3月 2日，参观者在兰考县展览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郝源摄

游客在兰考县“焦桐”纪念地参观（2011 年 11月 7日摄）。 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跨越半个多世纪，焦裕禄当年种下的“焦桐”依然枝繁叶茂（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推 进 全 市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让 全 市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更 真 切
地 感 受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折 不 挠 、砥
砺 奋 进 、一 步 步 走 向 胜 利 的 伟 大
历 程 ，重 温 党 领 导 大 同 人 民 在 不
同 时 期 走 过 的 苦 难 而 辉 煌 的 历 史
记 忆 ，感 悟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的
初 心 和 使 命 ，中 共 大 同 市 委 宣 传
部 和 中 共 大 同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面
向 社 会 征 集 历 史 照 片 、实 物 和 视
频 等 资 料 。

一、征集时间
2021 年 4月 1日—5月 15日。
二、征集内容
1.征集 1921 年至 2021 年，我党

在大同地区的重要时间节点、重要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能反映大同
百年社会变迁、人民生活变化的照
片、实物、视频等。

2.纸 质 照 片 和 电 子 照 片 均 可 。

照片、视频内容要真实可信、无修改，
需附文字说明（包括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等），提供征集者姓名、联系
方式和身份证号。

3.提供的照片、视频所涉及的名
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法律责任均
由提供者自负。

4.根据提供者意愿，征集到的照
片均可及时翻拍、扫描，处理后归还
提供者。

5.征集的照片、实物、视频等确
有保存价值的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三、征集方式
电 子 照 片 和 视 频 可 发 送 至

dtdsyj2k@163.com，也 可 和 纸 质 照
片 、实 物 一 起 送 至 平 城 区 兴 云 街
2799 号文瀛湖办公楼西楼 729 房间，
联系电话：7580729。

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
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1年 3月 31日

建党百年资料征集启事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农村
发展内在活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早上8点，贵
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土地坳镇
沙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准时播报“沙湾
快讯”，为村民送上一份“政策早餐”。

土地坳镇副镇长、沙湾村党支部书
记晏旭坤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各方
面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村民
真正懂政策、讲政策、用政策。不仅如
此，在村里还可以看到一些通俗易懂的
标语，“室内室外扫干净，身体健康少生
病”，精神文明建设也在逐步加强。

近年来，铜仁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实践中心为平台，组织干部、专家、志

愿者以播报信息、编排山歌、进村家访等
方式开展宣讲、宣传活动，让党的创新理
论走进千家万户、走入群众心间。

每当夜幕降临，铜仁市玉屏侗族自
治县县城的街心花园里，侗家山歌的旋律
此起彼伏，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这是玉屏
县山歌志愿服务队以唱山歌这种大家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各种理论和政策。

玉屏县山歌志愿服务队队长姚茂
祯说，我们通过将党的理论、政策唱进
山歌里，让群众能够轻松理解、深刻吸
收，并在各自的工作上、生活中真正做
到听党话、跟党走。

玉屏县位于贵州和湖南交界的地
方，80%以上是侗族，他们在歌舞表演方

面很有天赋。唱侗歌宣讲，自然是最接
地气、最具传播力的形式之一。过去，
闲来无事时，村民坐在一起谈论东家长
西家短；现在，村民一起编排山歌并进
行演唱，不仅让大家相处更融洽，还让
理论、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一阵
欢快动听的歌声从铜仁市万山区旺家
花园社区“四点半课堂”传来，教室里，
志愿者吴晓庆正在教孩子们跳舞。

吴晓庆大学毕业后回到万山区，和
很多志愿者一起，加入这里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的主体力量，他们积极投身实践，或
到“四点半课堂”辅导孩子功课，或为基

层群众宣讲理论、政策，一抹“志愿红”
随处可见。“像晓庆这样的志愿者对我
们很照顾，经常到家里走访，了解我们
的生活，给我们提供帮助。”说起志愿服
务，万山区居民王仙竖起了大拇指。

说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积极作
用，万山区高楼坪侗族乡青年湖村驻村
干部谢飞翔连连称赞：“自从有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村里各种活动就多了起
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培养
了文明习惯，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铜仁市共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10 个、实践所 68 个、实践站
410 个，实现了 14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文明实践场所全覆盖。

贵州铜仁：理论“飞入”百姓家，精神文明盛开花
新华社记者 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