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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五十载 从未曾离开

焦裕禄精神为何能永恒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延伸阅读▶▶▶
音乐剧《焦裕禄》首演

5月 10日，大型原创音乐剧 《焦裕
禄》，首次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亮相，拉开
了全国巡演序幕。

该剧改变了以往塑造“高、大、全”英
雄形象的方式，通过演绎焦裕禄对家人的
殷殷亲情、对百姓的深切关爱，展示他高
尚的情怀和忘我奉献的精神境界。

该剧在河南省各个地市巡演后，计
划在全国巡演上百场。

（据新华社郑州电）

本报内罗毕 5月 11日电 （记者吴乐
珺、蒋安全、倪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
日上午在内罗毕国家宫与肯尼亚总统肯雅
塔、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卢旺达总统卡
加梅、南苏丹总统基尔等东非地区国家领
导人，以及坦桑尼亚、布隆迪、非洲开发
银行代表共同出席肯尼亚蒙巴萨至内罗毕
铁路项目中肯共同融资协议签字仪式并讲
话。该项目将由中国公司承建。

李克强说，中方愿同各方分享铁路建设
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积极开展设计、建设、装
备、管理、人才培训、项目融资等合作。

李克强表示，蒙内铁路是中非从次区
域合作起步，共同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
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的重大项目，中方
将与相关国家及非盟加强沟通协作，充分发

挥中非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也欢迎域外第
三方机构积极参与，实现互利共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日上午在内罗毕
会见肯尼亚副总统鲁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日上午参观肯尼
亚国家青年服务队。

本报内罗毕 5月 10日电 （记者吴乐
珺、蒋安全、倪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上
午在肯尼亚国家宫同肯总统肯雅塔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肯方加强高层交
往和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的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推动中肯
关系再上新台阶。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双边
经济技术、野生动物保护、卫生、农牧渔、金
融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抵达人心，就能抵达久远。
再过两天，就是2014年5月14日，焦裕

禄去世 50 周年的日子。他已远行半个世纪，
而他的精神却始终存留神州。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活在人们心中，
活在我们身边。尤其当下党的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如火如荼之时，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
值更加熠熠生辉。

50 年后的今天，时代和人民呼唤更多
“焦裕禄”。

76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标题

黄河古道边，豫东兰考，风沙肆虐。
1964 年 5 月 14 日，在治“三害”（内涝、风
沙、盐碱） 已有成果，却大功未成时，兰考
县委书记焦裕禄因肝癌去世。那一年，他才
42 岁。“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是他的遗言。

1年零 9个月后的 1966年 2月 7日，人民
日报第 1 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穆青、冯健、
周原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从那天起，焦裕禄的名字为全国人民所
熟知。

那年，北京，一个13岁的初中一年级少
年，政治课上，听老师泣不成声地念完这篇
通讯。当听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
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
出一个大窟窿时”，少年“受到深深震撼”。
这个少年叫习近平。

本报记者检索数据库发现，从 1966 年 2
月至今，“焦裕禄”3个字，先后76次出现在

《人民日报》头版的标题中。其中，1990年7
月 9 日第 1 版，穆青、冯健、周原再度撰写

《人民呼唤焦裕禄》长篇通讯。
2014年 3月 19日，这张报纸的头版刊出

《习近平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时强调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继续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长篇报
道。此时，已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说，“我之所以选
择兰考作为联系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因为
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
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

“焦裕禄”化身更多优秀干部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这是 《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
他活在我们心中。“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

的那篇文章，由36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
集体完成了。”“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
万人的心里！”“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思念焦
裕禄；群众有了困难，想起焦裕禄；群众心
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禄墓前来哭
诉。”“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
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
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
心里话。”《人民呼唤焦裕禄》中写道。

他化身成为更多优秀干部。焦裕禄精神，
影响了一代代优秀党员干部。从牛玉儒到杨善
洲，无数优秀共产党人以焦裕禄为榜样。

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及“焦裕
禄式”优秀干部。“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
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
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
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
部。”

“学习牛玉儒，就要学习他廉洁奉公、清
正无私的革命本色；学习郑九万，就要学习
他‘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
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自己，“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
和参军入伍，特别是后来当县委书记、市委
书记，一直有焦裕禄的影子伴随”，一直到成
为大国首脑，他仍记挂着焦裕禄。

今天，我们如何学习焦裕禄

什么是焦裕禄精神？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用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吃别
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
现在群众面前”、“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
长’”、“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
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等几个标题进行了展示
和概括。

“很多东西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这短
暂铸就了永恒，焦裕禄精神是这样。”习近平
说。在党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他号召全党结合时代特征大力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并指明了方向：

一是贯穿始终。习近平指出，要把学习
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

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二是抓住重点。习近平说，要特别学习

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
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
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三是从小事做起。习近平说，从今天做
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
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
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
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
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当下，不少县委书记正在纪念和学习焦
裕禄。

相信，“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人民的儿子
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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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与非洲四国总统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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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秦始皇的彩绘军
队”展览5月10日在美国印第安
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
正式亮相，展品包括8个俑兵和
118件其他珍贵文物，均来自中
国陕西省。

图为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展
览。

新华社记者 闫 亮摄

美国孩子喜欢上兵马俑美国孩子喜欢上兵马俑美国孩子喜欢上兵马俑

5 月 10 日，在缅甸举行的
东盟外长会就南海问题发表声
明。由于近来菲律宾在半月礁
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船渔民、
越南在西沙海域无理干扰中方
海上钻井活动，这次东盟外长
会单独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
受到舆论关注。

从内容看，该声明呼吁南
海各方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公 约 在 内 的 公 认 的 国 际 法 原
则，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影响
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通过和
平手段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南海的
和平稳定、海上安全、海上和
空中自由航行，充分有效履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尽早达
成《南海行为准则》。声明认为

“南海目前的形势发展增加了地
区紧张”。

这并非东盟外长会第一次
就南海问题发表专门的声明。
早在 1992 年 7 月，在马尼拉召

开的东盟外长会发表了 《关于
南中国海问题的东盟宣言》。3
年后的文莱东盟外长会在中国
与菲律宾围绕美济礁发生摩擦
的背景下发表了 《关于南中国
海最近局势的声明》。之后每年
的东盟外长会、东盟峰会几乎
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南海议题。

南海问题原本就不是中国
与东盟之间的问题，其实质和
根源是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围
绕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争
议 以 及 部 分 海 域 主 张 重 叠 争
议，应通过直接当事国协调谈
判和平解决。东盟系列会议并
非讨论南海问题的恰当场所，
不能允许个别国家利用南海问
题破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大
局。事实上，自 1992 年首次就
南海问题发表声明以来，东盟
作为一个集体，在南海争议问
题上一再强调不持立场，认为
东盟本身并不是南海争端的一
方，不“选边站”。

日前，新加坡外长尚穆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南
海 问 题 上 “ 东 盟 必 须 保 持 中
立，但保持中立并不意味着保
持沉默，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在尚穆根看来，选择“中立但
不沉默”，符合东盟的利益。东
盟 成 员 国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的 处
境、立场和利益并不一致，与
中 国 关 系 的 亲 疏 远 近 也 不 相
同，东盟难以在中国与南海其
他声索国之间“一边倒”。与此
同时，东盟又要显示自身团结
和“公信力”，展示在南海问题
上“当仁不让”的主导性。

这就需要东盟拿捏好“中
立 但 不 沉 默 ” 的 尺 度 。 一 方
面，菲律宾、越南企图在南海
问题上绑架东盟，拿东盟看重
的“团结”、“协商一致”来要
挟东盟，逼迫其他东盟国家同
他们站在一起。另一方面，中
国政府郑重表示，对加强南海
合作的积极行动，中方都会倾

力支持；对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的 挑 衅 行 为 ， 中 方 会 果 断 回
应。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海域的主权不可能拱手相让；
中国可以同东盟协商维护南海
地 区 和 平 与 稳 定 的 途 径 和 方
式，但涉及领土主权和管辖权
的争议只能由声索国双边磋商
和谈判处理；东盟的“团结”
来自于能否维护地区的整体利
益，而不是偏袒个别成员国的
私利，或者沦为域外国家制衡
中国的工具。

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表达了
自己的“最低共识”，中国在南
海问题上有自己的底线。事实
证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
场并非对立不可调和。如何处
理好南海问题，既是对中国的
考验，也是对东盟的考验。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
员）

南海问题考验东盟
■ 贾秀东

感恩
母爱

5 月 11 日，无论地区、行业、年龄，
人们以各种方式同庆母亲节。

图①：公安边防部队乌鲁木齐指挥学
校学员与社区的“妈妈”一同切蛋糕。

马士宝摄 （新华社发）
图②：在宁夏银川，小朋友将自己制

作的鲜花盆景送给母亲。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图③：安徽阜阳的小朋友搂住妈妈的
脖子，送上一个甜蜜的吻。

王 彪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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