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魂一刻
灾害过后，超过3000人无家可归。塞拉

利昂政府承诺，向他们提供安置帮助。弗里
敦已经设立多个应急中心，向无家可归者施
以援手。

回忆突发的灾难，人们依旧心有余悸。
摄政区居民告诉媒体记者，14日天还没亮，暴
雨引发的泥石流突然冲垮民房，许多人来不
及逃生，死在家中。

据幸存者塞缪尔·福法纳回忆说，泥石流
暴发时，他正在帮邻居收拾被洪水淹了的房
子。突然，他感到如同地震一般的震动，看到
山顶上出现一团烟雾状的东西。虽然他侥幸
逃脱，但他的家人全部在这场泥石流中丧生。

救援人员仍在受灾地点挖掘，并找到更
多遇难者遗体。塞拉利昂雨季尚未结束，降
雨仍将持续。另外，卫生部门担心，水源污染
可能导致弗里敦霍乱疫情。

中国救援
灾害发生后，中铁七局及中铁国际两家中

资企业在第一时间组织了40余人的救援队，赶
往灾区救援。中国第十九批援塞拉利昂医疗
队也派人前往，但由于通往现场的道路已经坍
塌，医疗队暂时无法进入。医疗队正与当地医
院及塞拉利昂卫生部协商救援方案。

与此同时，以色列承诺提供饮用水和药品
等物资，英国也在与当地政府磋商救援方案。

全国哀悼
科罗马 15日晚通过当地电视台发表声

明说，全国哀悼将于 16日持续至 22日，全国
将降半旗。他还表示，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国
家安全警戒，以应对当前的紧急情况。政府
希望遇难者家属继续去医院认领尸体。出于
卫生安全考虑，未被认领的遇难者尸体将于
17日至18日进行处理。

塞拉利昂国家广播公司14日晚报道，遇
难人数已超过 300人。报道说，由于灾害发
生时大部分居民正在家中睡觉，不少人未能
及时逃离，预计随着洪水退去，遇难者人数还
将进一步上升。红十字机构初步统计显示，
灾害已造成至少3000人无家可归，难民人数
可能持续上升。 新华社特稿

塞拉利昂特大洪灾
超过300人丧生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及周边地
区14日清晨遭受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
害，造成逾300人身亡，另有600人下落
不明。塞拉利昂总统欧内斯特·巴伊·
科罗马15日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称塞
拉利昂就快被“压垮”。

科罗马15日宣布，将为遇难者举行
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

科罗马当天视察了弗里敦市重灾
区摄政区，前往康诺特医院和太平间等
地，慰问伤者并向死者致哀。

科罗马说，突如其来的灾难令塞拉
利昂难以承受，“一个个社区被彻底摧
毁，我们现在需要紧急支持”。

伊朗总统威胁
退出核协议

面对美国政府对伊朗施加的新一轮制
裁，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15日在议会发表
讲话时说，今后一旦美方再次添加制裁措施，
伊朗可能会在“几小时内”退出伊朗与伊核问
题六国签署的核协议。

鲁哈尼 14日晚与普京通电话，双方承诺
将加强地区军事合作。 新华社特稿

焦裕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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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亲手栽下的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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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
的刘俊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神态，那
是 1963年 9月，焦裕禄下乡查看春天
栽的泡桐。

照片是刘俊生偷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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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小小的细节，足可见焦裕
禄的为民情怀。

当时兰考风沙肆虐，沙子一起就打
死一片庄稼，一亩地收不到 40 斤麦
子。刚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几个月，焦裕
禄就带人种泡桐树。泡桐是华北平原

上最常见的树种，成活率高、生长快、材
质好，特别适应兰考的盐碱风沙地。

“有时候他拿树苗我刨坑，有时
候我拿树苗他刨坑，搭档得很好。”20
岁刚出头的魏善民和焦裕禄分在了
一组，这份特别的经历，使他对焦桐
怀有深深的感情。

在风沙最大的胡集大队，50亩生态
林迅速栽起来了。路边还扔了一棵树
苗，大家都没在意。通常泡桐苗的长度
约3米，这棵苗只有2米，短了一大截。
焦裕禄把树苗捡起来，刨个坑种上了。

“他说这棵苗个子低，但是根好，
如果长起来了，比其他树长得还快，
扔了可惜。”魏善民感觉，焦裕禄的话
仿佛还回响在耳边，就是这棵小苗已
经长成5米粗、26.4米高的焦桐了。

泡桐对土壤不挑剔，好种、易活、
长得快，3 年成檩、5 年成梁，生命周
期短，还不和农作物争夺水、光、温、
气和养分。但泡桐全身是宝：根，防

风固沙；躯干，用作板材；枝杈，粉碎
后做胶合板，花和叶子还是一道风
景……说起泡桐，已经80多岁的老林
业局局长李仙海如数家珍。

由树及人，这种以短暂的生命奉
献自己全部的泡桐精神，不正是焦裕
禄精神的真实写照吗？

泡桐是一种生长比较快，但寿命
相对较短的树种。通常情况下，一棵
泡桐十来年就能成材，树龄三四十年
已属罕见，而焦桐今年已经 54岁了，
相当于一名百岁老人。如此高龄，却
依然枝叶繁茂，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

请教林业专家，也对此连连称
奇。“无法解释、堪称奇迹”的背后，其
实是普通百姓的力量。多年来，正是
他们，守护了这一树澄碧。

“树是充满灵性的，我们只能说，
眼前这棵焦桐树是焦裕禄的化身，代
表焦裕禄不朽的精神。”这是当地一
位宣传干部的感悟。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的树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双瑞

桐花开谢间，附近的泡桐林更新
了三四代；一座以焦裕禄命名的干部
培训学院拔地而起；焦桐树下变成了
小小的广场。每年，大批参观者在焦
桐树下聆听焦裕禄的故事。

焦桐是长在兰考百姓心中的树，
更是泽被世人的精神之树。50多年
过去，焦桐早已成为兰考的地标。焦
桐下，从来都不缺人气，有从各地慕
名而来的参观者，有兰考的百姓。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
征”，石碑上刻的焦桐简介里，有这样一
句话。早在1984年，焦桐就被列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兰考县文物管理所
所长张彦介绍，那时候群众对焦裕禄精
神的推崇和景仰就十分强烈了。

“谁不盼好官啊，老百姓光想多
出几个焦裕禄呢！”魏善民常在树下
听见人议论，某件事如果焦裕禄在世
会怎么处理。这里树高荫浓，附近的

百姓喜欢逗留，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也
愿意来这儿坐坐。

给参加培训的干部讲课时，魏善
民和李仙海从不吝啬语言和时间
——尽管是义务劳动。他们想尽己
所能把焦裕禄的一言一行告诉更多
人，就为一个朴素的愿望，让“现在的
干部能受触动”。

在焦桐下忙碌时，两位老人经常
被晨练的外地学员认出来。对方往
往会致以敬意，有时还提出合影。欣
慰的同时，李仙海更期待干部们回去
后的表现：“最好的纪念是实实在在
为群众办事，最好的传承是老老实实
为人民服务。”

随着树龄增长，当地百姓为焦桐
留后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十多年前，
魏善民等人就开始掘出少量根段，培
育幼苗。如今，焦裕禄陵园、焦裕禄
干部学院都散落着焦桐的后代。

焦裕禄当年选泡桐作为治理三
害的看家树，看重的是其耐沙荒、耐
盐碱、耐瘠薄、耐干旱，特别是根系
深，一般都扎几米深，最深到18米，能
直达豫东平原的浅水层。“这就是泡
桐与众不同的根系——没有一种根
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年轻的县委
书记蔡松涛由衷地感叹。

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
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
民意更珍贵持久。徘徊树下，清风习
习，仰望焦桐，如一座挺拔的精神坐
标，看似无语，却带给人们深深的思
考。

今年春天，魏善民又培育了 9棵
泡桐苗，就种在焦桐周围，以纪念焦
裕禄95岁生辰。他说，已经跟唯一留
在自己身边的小儿子说好了，将来由
他接班守护焦桐。

新华社郑州8月16日电

每天，75岁的魏善民与焦桐一起
迎来日出。

打扫落叶，浇水，施肥……“看这
棵树就跟伺候老头儿一样，吃多少喝
多少，再没有我清楚了。”他说，从凌
晨5时起，一天三遍看焦桐，跟吃饭一
样自然。

旁人口中满含敬意的“焦桐”，在
他这儿，只是简简单单的“这棵树”，
语气中透着熟稔和亲昵。1971 年至
今，这棵树，他照顾了46年。

在那之前，他的父亲魏宪堂照顾
了 8年。焦裕禄去世后，这位老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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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念叨：“焦书记领着咱，日子一
天比一天强，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其实，不只魏善民，还有太多不

知姓名的兰考百姓一直都在小心地
守护着这棵焦桐，稍有风吹草动就牵
肠挂肚。

去年桐花飘香的季节，焦桐迟迟
没有动静，急坏了不少人。树的年龄
太大了？肥料没跟上？直到经验丰
富的老农看出端倪，赶紧报告，人们
在树根附近的水泥台上钻了100多个
小孔浇水，焦桐最终开花，人们才放
心地奔走相告。

与其说守护这棵树，不如说是在
守护对焦裕禄的感情。

在兰考工作仅仅470多天，焦裕禄
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永恒的丰碑，他的
事迹至今仍是被津津乐道的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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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在焦桐下乘凉的人，
都能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焦书记是好官啊，把命都给兰
考了，就撇下这一条根，咱不看好能
行吗？”这是魏善民接班守护焦桐时，
父亲告诫他的话，也是许多默默守护
焦桐的百姓的心愿。

李仙海曾在兰考县委工作，焦裕
禄顶出窟窿的藤椅，是他坐过的旧椅
子。泡桐落叶多的时候，他会到焦桐
下和魏善民一起打扫。这对老伙计，
谈起焦裕禄就有说不完的话。

“附近来搭把手的人很多，特别是
老一辈人，对焦裕禄都有很深的感情。”
李仙海说，焦桐是焦裕禄留下的一个念
想。他常用诗歌表达对焦裕禄的缅怀，

“思君夜夜肝胆碎，怜民百姓一片心”。
他说，写的不只是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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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
多举措促进外资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商投资环
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促进外资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尽快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持续推进专用车
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输、
铁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出经
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对外开放。

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发
挥外资对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积极作用，促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
结合，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和
东北老工业基地转移，支持重点引资平台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

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充分赋予国家级开发区
投资管理权限，支持国家级开发区项目落地和拓展引资空间，提升国
家级开发区产业配套服务能力。

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完善外国人才引进制度，积极引进国际
高端人才。采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为外国人才办理
工作许可提供便利。年内出台外国人才签证实施细则，完善外国人
才评价标准，扩大外国人才签证发放范围、放宽有效期限。

五是优化营商环境。抓紧完善外资法律体系，提升外商投
资服务水平，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深化外商投资企业
管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化重组，完
善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研发环境国际竞争力，保持
外资政策稳定性连续性。

外交部回应美方报告：
勿用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闫子敏）针对美方有关报告无端

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6日表示，中方敦促
美方尊重事实，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他国
内政的错误做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布了2016
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点名批评了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个报告。”华春莹说，中国政府充分尊
重和依法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
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美方所谓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
国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就此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事实表明，美国并不完美。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管好自己
的事，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做法。”她说。

最高法终审判决:
王老吉与加多宝共享红罐包装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16日在第一法庭对上
诉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王老吉大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
装潢纠纷上诉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
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对涉案“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权益的
形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
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2012年 7月 6日，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于同日分别向法院提
起诉讼，均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权
益，并据此诉指对方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商品的包装装潢构成侵
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
权益享有者应为广药集团，大健康公司经广药集团授权生产销售的
红罐凉茶不构成侵权。由于加多宝公司不享有涉案包装装潢权益，
故其生产销售的一面“王老吉”、一面“加多宝”和两面“加多宝”的红
罐凉茶均构成侵权。一审法院遂判令加多宝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刊
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 1.5亿元及合理维权费
用26万余元。

加多宝公司不服两案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
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均曾为“王老
吉”品牌商誉的积累，作出了积极贡献，确认双方在不损害他人合法
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共同享有涉案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作出打铁
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
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风
政风为之一新。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中央

八项规定的出台，解决了管党治党“老虎吃天不
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

2012年 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5 年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以
上率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对“四风”问题坚决
露头就打，推动风气产生根本转变。

紧盯年节假期，抓早抓小、串点成线，遏制
“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
所里的歪风”……5年来，“八项规定”已成为妇
孺皆知的政治语汇，在神州大地上荡涤起一股激

浊扬清的净化之风，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刹

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司空见惯的

顽瘴痼疾。

人们看到，天价月饼、粽子基本消失了，风景

名胜区里的会所少见了，价格畸高的名烟名酒得

到了遏制，一些高档酒店也推出了平民餐；干部

普遍反映，应酬少了，精气神也饱满了。广大干

部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

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变化。

截至 2017 年 6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7 万多起，处分 13 万多

人。平均每天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

的问题超过100起。

数据是最好的印证。在截至 2016 年 12月

查处的 15.53 万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中，违纪行为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占78.2％；
违纪行为发生在 2015年的占 15.1％；违纪行为
发生在 2016年的仅占 6.7％。增量不断减少，充
分表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
和细中不断落地生根。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
2012年 12月 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

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
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
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2014年 6月 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 6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2014年 7月 29日，
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2014年 12月 22日，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
织调查；2015年 7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
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5年来，党中央重拳反
腐的决心勇气、惩贪去恶的雷霆之势，一次次刷
新了人们的认识。

“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16 年底，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40
人，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猜想；

“拍蝇”零容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
律处分超过 119 万人，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
观念；

“猎狐”撒天网。从 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
回外逃人员近 3000人，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

追”的强烈信号。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变产生质变。
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到的检举控

告类信访举报比 2015 年下降 17.5％，实现党
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回落；2016 年，在高压之
下，有 5.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
问题。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2016年底，中央对形势作出最新判断，不敢腐的
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5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

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
向着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迈进。

——利剑高悬、愈显锋芒，巡视监督的震慑
效应不断放大。

中央巡视共开展 12轮，对 277个地方、单位
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检”，对 16个省区市开展

“回头看”，对 4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实现
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各省区市党委也完成8362个地方、部门、企事业
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任务。山西系统性、塌方式
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
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在巡视中被揭露。中
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 60％
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
索，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1225人，

县处级干部8684人。
——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派驻监督的“探

头”作用充分发挥。
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

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实现
全面派驻后的2016年，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共谈
话函询 2600 件次，立案 780 件，给予纪律处分
730人，分别增长134％、38％、56％。

——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督者时刻受监
督。截至 2016 年底，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
218人、组织调整 21人、立案查处 17人，全国纪
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 5800 人次、组织处理
2500人、处分 7900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
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制定出台，首次对
监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各环节进行明确规定。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党内监督和
国家监察相互促进。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拉开帷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试点省市
改革取得实质进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
建工作已经完成。随着改革即将推开，一个在党统
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呼之欲出，将实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以建章立制为全面从严治党固本培元
5 年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一系列立足

根本、着眼长远的制度措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从治标走向治本，从“拔烂树”“治病树”到培
育健康“土壤”、建设良好政治生态转变。

扎牢制度之笼，为制度治党提供根本保障。
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

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纪律底
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责条例，实现问责工作的
制度化、程序化，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
见》等，打造从严治吏、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完整
链条……

5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
央共出台或修订近 80部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
内法规的 40％，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循、
有据可依。

补足精神之钙，为思想建党打造牢固根基。
2013 年下半年开始至 2014 年，自上而下

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
起，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2016年全面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2017年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5年来，打铁趁热、环环相扣的思想政治建
设，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更加坚定，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更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规范、党内政治文化的改善、党内政
治生态的修复，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
了优良环境和土壤。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升华。
2016年 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

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踏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新征程。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5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试出了人

心向背，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锻造出具有更加

旺盛生命力和顽强战斗力的党，为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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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一弯蛾眉月挂在墨蓝的天空。河南兰考的老农
魏善民摸黑就起来了，电动三轮车驮着扫帚、簸箕，驶
往1公里外的焦桐。46年来，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

今天尤显特殊——8月16日，焦裕禄的生日。如
果他还活着，整整95岁了。

斯人已逝，泡桐长绿。54年前，焦裕禄亲手种下
的一株小麻秆，如今已是华盖如云。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沧桑，这棵树始终矗立在那里，带给人们一片

绿荫，也活在百姓心中，大家亲切地称它“焦桐”。
睹树思人。“要是焦书记还活着，看见它现在仨人

都合抱不过来，不知道得多高兴。”像往常一样，比焦
裕禄小整整20岁的魏善民，拿着扫帚，轻轻地清扫，
再把落叶归拢，不时抬眼望向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

“这棵树”。焦桐54岁，他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持续守
护焦桐54年。

焦桐，活在魏善民心中，活在百姓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