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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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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
至28日

3月9日

3月10日

3月16日

上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晚上，焦裕禄在家写材料，一
会儿用鸡毛掸子顶着肝部，一会儿用茶缸顶着肝部。近几个月
来，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天长日久，他的藤椅上竟被顶
出了大窟窿。

3月21日

焦裕禄和张思义骑自行车去三义寨公社，他觉得肝部剧烈
疼痛起来。好不容易来到三义寨公社，他忍着疼痛听了公社书
记汇报工作。

焦裕禄回到县城，经县人民医院检查，是肝病急性发作，必
须立即转院治疗。

3月22日

3月23日 焦裕禄离开工作岗位去治病，他患的是肝癌，离开兰考时
已经是晚期了。

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逝世，终年
42岁。

1月下旬

2月上旬

1月1日

焦裕禄到城关老韩陵大队，引导干部、群众制订了1964年
生产规划，并让他们向县委写了《关于1963年农业生产情况的
报告》。

焦裕禄和县委常委张保田组织发展牲畜领导小组的同
志，检查牲畜过冬情况，他们检查了6个公社、30个大队、1328
个饲养室、3813头牲畜的越冬情况。

焦裕禄带领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检查贺李河、黄蔡河
等大型河道和各公社新挖的排水渠。进行了认真询问、勘察、
查明具体数字。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焦裕禄到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探
亲，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离家17年里的第一次。

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的公职到爪营公社坝头、张庄等大
队检查1964年的生产规划，焦裕禄走上黄河大堤，指着大堤
旁的空闲地说：“这上面种上蓖麻子不行吗？种子能卖钱，叶
子能养蚕。”

焦裕禄到位于沙碱区的三义寨公社侯寨大队，检查除“三
害”情况。

县委决定陪人坐12点钟的火车护送焦裕禄去开封治病。
可是，焦裕禄把县委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又忙了整
整一天。

晚上，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
预见到了兰考的美好未来，焦裕禄拿起笔写起了文章，题目是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章刚开头，病魔就逼
他放下了笔。

一天中午，焦裕禄站在县委和一位同志谈话，只是他用手
按着肝部，身体略向前倾，脸枯瘦、蜡黄，近一个月来，焦裕禄
吃不下菜，也吃不下馍，每顿饭只能烫一碗炒面粥。

焦裕禄在世时，没留下一张“全家福”。图为1966年2月，徐俊雅和6个子女在家门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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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焦裕禄同志逝世50周年。在这50年里，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不能搞

特殊”的焦氏家风与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不能搞特殊”，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亲民爱民、无私奉献，自觉把权力关进牢笼，不通过特权谋利。记者走访的焦裕禄

后人，大都是普通人。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地践行着自己的责任和使

命，以实际行动传承焦裕禄精神。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不正则政风难平，焦裕禄精神与焦氏家风一

脉相承。“不能搞特殊”的焦氏家风，应该成为新时代下党政干群深入基层、亲民爱

民、无私奉献的一座精神丰碑。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路文兵 文/图 兰考报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敦厚尤
显重要。中共领导人习仲勋便
以“勤俭节约、讲信义”的家风，
言传身教，督导子女。

同样为兰考人民“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从小就
教育孩子热爱劳动、艰苦朴素。
但在子女心里，记得最清楚的一
句话是——“千万不能搞特殊！”

简简单单几个字，并不惹眼，
但这条家训，女儿焦守凤记得，儿
子焦跃进记得，孙女焦楠等焦家
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记得。

“焦裕禄的孩子不搞特殊”，
在生活中就像一把尺子，度量着

他们的日常行为。焦裕禄子女
六人，相继入党、工作、成家，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普普通通做
人，本本分分做事。

“虽然弟弟跃进当上了‘七
品’县官，但焦家人大多数都在
普 通 岗 位 上 踏 踏 实 实 地 工 作
着。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家没有
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
三道四。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
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
生活中的难题。”焦裕禄次女焦
守云表示。

如今，焦裕禄的子女大都已
经退休，焦家人四世同堂，家庭成
员都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

家中同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
长女焦守凤一家人至今拥

挤在一个狭小的屋檐下，她儿子
虽然已结婚成家，但十几年前就
从单位下岗了，靠给私营老板打
工挣几个老实钱，做临时工挣几
个血汗钱。

孙女焦楠，从事着一份普通
的审计工作。“我没见过爷爷，但
从小便对爷爷的事迹耳濡目染，
从崇拜到自觉遵守爷爷的家规，
我 承 担 起 了 焦 裕 禄 后 人 的 责
任。我在做事之前都会想，这件
事换成是我爷爷，他会怎么做。
爷爷留下的家风，我也同样会反
复告诫我的孩子。”

“县委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
焦守凤坐在焦家小院里，她身

材微胖，头发花白，脸色黝黑，是一
位看上去并不惹眼的老太太。

焦守凤记得，那年她还是个
十七八岁的姑娘，夏天傍晚，她
也是这样坐在院里，远远地看到
父亲骑着自行车丁零零地从外
面回来。

那时候的父亲，似乎有忙不
完的工作，很少有机会陪孩子们
玩，他甚至从没带孩子去过公
园，过世后连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也没有留下。

在焦守凤的记忆中，一家人
一起吃饭是难得的幸福时光，父

亲会照例问起子女们的学习近
况，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团结
同学，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
的孩子就高人一等。

焦守凤却感觉自己“低人一
等”。原来，母亲曾亲手给焦守凤
做过一件花色大衣，这件大衣，焦
守凤一直穿到上初中。那时候，
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笑
她：“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胜
我们呢，衣服上还有补丁。”

她觉得委屈，就央求父亲给
她换件新大衣。父亲说：“书记
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
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

是爱攀比。学习上向先进看齐，
生活条件跟差的比。”

还有一次，长子焦国庆打着
“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旗号，没花
钱看了一场戏。焦裕禄得知后，
严厉批评了焦国庆，并亲自带着
他去向检票员阿姨道歉、补票。

到了戏院才知道，前三排的
位置一直都空着，都是给县委领
导留的，而中间最好的那个位置
正是给书记留的。

从戏院回去后，焦裕禄在县
委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还专门起
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
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县委书记的女儿要带头吃苦”
作为焦家的长女，焦守凤既

要上学读书，又要帮父母做家
务，还要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
们。这些事影响了她的许多精
力，她中考落榜了。

她喜欢读书，哭着要父亲给
她安排复读，焦裕禄没同意，有好
几个单位都希望她到他们那里去
上班，焦裕禄知道后一一拒绝。

一天早上，焦裕禄对闷着气
的焦守凤说，走，咱上班去！

听到这句话，焦守凤兴奋地
跟着父亲去上班。当父女俩一
路走到兰考食品加工厂时，她傻
眼了。原来父亲安排她到食品
加工厂当腌咸菜的小工。

在这里，焦守凤有时一天要

腌上千斤的萝卜，有时一天要切
几百斤的辣椒。晚上双手被辣
椒烧得火辣辣地疼，根本睡不
着，她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
焦守凤哭过，也在暗地里埋怨过
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焦裕禄耐心地教育她：“县
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
动，带头吃苦，不应该带头搞特
殊化啊！”

不久后，焦裕禄病重，焦守
凤去郑州看望父亲时，焦裕禄从
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
手表交给她说：“爸爸没让你继
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
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
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作个

纪念吧。”后来，这块手表成为焦
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1966年 2月 26日，根据焦裕
禄生前的遗愿和兰考民愿，河南
省委决定将焦裕禄的遗体从郑州
迁葬于兰考。当天兰考万人送
葬，人山人海，街两边挂满挽联。

这一刻，焦守凤明白了为什
么兰考人民拥戴父亲。他一生
清廉，身为高官却两袖清风，不
属于自己的坚决不占不求，从来
不搞特权。

如今，父亲过世已经整整 50
个年头。50 年来，那个终日忙
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她心里
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
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

县委机关放假一天，焦裕禄为总结怎么治理洼地的经验，
骑车来到城关公社韩村，找6位有经验的农民座谈，又在村西
南地搞起台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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