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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春天，正当兰考的封沙、
治水、改地斗争节节胜利的时候，
焦裕禄倒下了。

没有人知道，其实他长期遭受
肝病的折磨。在带领群众抗灾时，
在夜里思考如何治穷时，在冒着风
雪到村庄走访时，都会伴随着肝部
一阵又一阵的剧痛。

1964 年 5 月 4 日，焦守凤到郑州
探望父亲，只见他嘴唇干裂，脸黄如
纸，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焦裕禄见
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问：“小梅，咱
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际情
况告诉我！”

10 天 后 ，即 1964 年 5 月 14 日 9
时 45 分，焦裕禄与世长辞，终年 42
岁。兰考这片土地承载了他生命里
最终的华章，也成为他最后的故乡。

在他过世后，儿女们发现，父亲
甚至没有时间与家人留下一张全家
福照片。

焦裕禄的时间去哪儿了？在兰
考的 470 天，焦裕禄带领群众没日没
夜、争分夺秒地艰苦奋斗，一改兰考
贫瘠旧貌；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打
成一片，做群众的贴心人。他把生
命最后的 470 天，留给了兰考人民。
470 天，焦裕禄在兰考这片土地上，
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半 个 世 纪 过 去 了 ，焦 裕 禄 在
兰 考 的 470 天 并 没 有 消 失 。 它 驻
留 在 兰 考 两 条 黄 河 故 道 旁 ，在 绿
油 油 的 麦 田 间 ，在 泡 桐 树 林 的 年
轮 里 ，在 兰 考 老 乡 的 心 坎 上 ，也
驻 留 在 全 国 党 员 干 部 的 群 众 路
线 中 。

最后时光，他不忘灾情
焦裕禄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问：“小梅，咱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

际情况告诉我！”

17年来，他第一次回家探亲
焦裕禄长女焦守凤回忆，在兰考的日子，父亲从来没带子女逛过公园。平日

里都是母亲带孩子，孩子极少有机会与父亲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在工作之余，焦裕禄的时间，大
都跟群众泡在一起。在兰考的 470
天，焦裕禄与群众结下深厚的血肉
之情，群众赞他是“贴心人”，老乡们
亲切地喊他“老焦”。

1963 年 12 月 11 日，焦裕禄得知
社员张传德家一岁的孩子同时患上
好几种病，在当地看了一个多月不
见好转，他赶紧到大队给县医院院
长高芳轩打了电话，要他们好好给
孩子治疗。随后他又写了一封信，
让张传德带上到县医院去。

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在百忙中
仍挂在心头。孩子住院期间，焦裕禄
曾 3 次电话询问病情。经过近一个
月的治疗，孩子病好了。这个原名
叫张徐州的小孩，在焦裕禄逝世后，
为表示继承焦裕禄遗志，改名叫张
继焦。

1963 年 12 月 13 日晚上，北风呼
号，雨雪交加。焦裕禄身披雨衣，提
了羊肉、红糖、大枣、黄豆，来到土山

寨 村 农 民 郭 汪 民 家 。 他 敲 了 敲 门
说 ：“ 大 娘 ，我 来 看 您 老 人 家 啦 ！”
焦裕禄坐在大娘床头说：“大娘，您
的病好点了吧？我今天去红庙，听
医生说，羊肉、红枣、红糖、黄豆放在
一起熬汤喝，可以治浮肿病，我特意
给您带来点试试。”

即使在恶劣的天气，焦裕禄还是
坚持到群众中走访，经常顶着大风雪
一走就是八九个村子。他说：“在这
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
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
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
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
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半个世纪过去了，兰考群众难
以忘怀与焦裕禄一起的鱼水之情。
直到如今，每到新麦收获时，就有农
民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
在焦裕禄墓前；而当地一些上了年
纪的人提起焦裕禄，依然亲切地称
之为“老焦”。

大雪拥门，他在群众中间
直到如今，每到新麦收获时，就有农民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在焦裕

禄墓前；而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提起焦裕禄，依然亲切地称之为“老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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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布满
了焦裕禄的脚印。他的时间，每一
刻都用在抗灾斗争上。即使在吃饭
时，他心里也无时无刻不想着带领
群众抗击灾害、改变兰考面貌。

1963 年 2 月，焦裕禄吃饭时，吃
着吃着，手中的筷子伸到盘子里夹
了个空。同事问：“焦书记，吃着饭
你还在想啥？”焦裕禄说：“我怎能不
想呢？改变兰考面貌的重担在咱们
身上，全县 36 万人民眼巴巴地望着
咱们呢！”

焦裕禄一心扑在工作中，在带
领群众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
极少有时间陪自己的家人。焦裕禄
长女焦守凤回忆，在兰考的日子，父
亲从来没带子女逛过公园。平日里
都是母亲带孩子，孩子极少有机会
与父亲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1964 年 2 月 11 日，春节前一天，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焦裕禄到山东
省淄博市北崮山村探望老母亲。

17 年 来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回 家
探亲。

焦裕禄到兰考县报到，当日，参加
县委正在召开的三级会议。晚上，焦裕禄
修改会议报告总结。

焦裕禄来到兰考灾情最严重的城
关区，他说：“这里可以栽上树，防风固
沙。几年就是一片好绿林。”他说：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

焦裕禄来到城关区老韩陵村，挨家
挨户到群众中访问，问吃得咋样，烧得
咋样。

焦裕禄在老韩陵村开了一天的群
众座谈会。晚上，来到村民萧位芬的牛
屋，问他改变兰考面貌有啥好主意，
萧位芬说：“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挡风、
压沙，用处多。”

焦裕禄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
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道》。

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
报告。关于领导问题，他说：“要尽量
减少会议，走出办公室，到下面去，巡回
检查，调查研究，眼睛要向下，面向
基层，面向生产。”

焦裕禄跑了仪封区10多个村庄。

焦裕禄指导县委办公室办了第一
期《情况摘要》。

焦裕禄到兰考后，先后找县委副
书记，正、副县长，县委常委等十几位同
志谈话。焦裕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
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
领，水牛掉井”。

他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

焦裕禄说：“回去后，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斗
争下去。我死后，要求组织上把我埋在兰考沙堆上，活
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走进一对无依无靠的老人家里。老人问他是谁？大风雪天来干啥？
焦裕禄回答说：“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人听后感
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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