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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引燃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抚顺市社科院原副院长 王平鲁 抚顺日报记者 邵可欣

在拥有百年开采历史、亚洲第一大露天矿坑的西露天矿的西南方向，矗立着抚顺煤矿博物馆。这里展示了
抚顺煤矿发展的百年历史，也记录着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的火种如何在煤矿工人中播撒而终成燎原之势的那段风
云岁月。

走进抚顺煤矿博物馆，在1942年的展板上，一张坚毅的面容、一个光辉的名字，总会吸引参观者驻足良久。
这个名字就是焦裕禄。

上世纪 60年代，正当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脚踏实地干事
业的时候，与焦裕禄同样信念坚定、忠诚于党、甘于奉献的
雷锋，也如焦裕禄一样被刻入了抚顺的历史印记中。至今，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焦裕禄
精神、雷锋精神，在抚顺大地交相辉映，为城市提供着丰厚
的精神滋养，正转化为每位抚顺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不竭动力。

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也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的策
源地。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抚顺始终坚持把传承、弘扬
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
开展特色的学焦裕禄、学雷锋的实践活动，目前已形成了一
整套科学高效的运行体系。比如，在市直机关党员干部中
开展了“岗位学雷锋、领航实好干”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市中
小学开展了以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把“弘

扬雷锋精神、培育时代新人”作为德育特色融入课堂教学；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中，设计
搭建弘扬焦裕禄精神、弘扬雷锋精神的活动载体，推动焦裕
禄精神与雷锋精神进课堂、进展馆；在各县区广泛开展“争
做雷锋式党员，争创服务型党组织”等一系列践行新时代雷
锋精神的主题实践活动。在这些弘扬雷锋精神的主题实践
活动中，弘扬焦裕禄精神也始终被倡导、被强调。“做党的好
干部”“做人民的勤务员”“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
求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在抚顺从未停留在口号里、纸面
上，而是落在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从2006年开始，抚顺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百姓雷锋”评
选活动，至今已评出“百姓雷锋”年度人物 165名、“百姓雷
锋”优秀团队 50个，其中不乏焦裕禄式的基层党员干部。
比如，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全国劳动模范、“药王”徐

等一，辽宁省青年致富带头人庄忠明等一心一意带领村民
致富创业的基层党员干部，为流浪走失人员送上家的温暖
的清原满族自治县救助管理站站长韩媛媛等一批优秀公务
员，均获得了“百姓雷锋”称号。他们是传承焦裕禄精神、雷
锋精神的杰出代表。

2019 年，抚顺市又创办了学雷锋主阵地——雷锋学
院。3年来，雷锋学院创新打造出雷锋情景课、音乐党课、故
事党课和大型情景党史课，将雷锋、焦裕禄的形象活起来，
将他们的故事讲得更生动、更有感染力。目前，雷锋学院已
被中组部确定为全国党性教育基地，并已与数十家单位“牵
手”合作，共同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雷
锋研学实践基地。

时代的洪流奔涌向前，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历久弥
新，始终熠熠生辉，照耀着前进的道路。

“焦裕禄同志曾于 1943年被日本侵略者抓到抚顺
大山坑煤窑做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和皮鞭的
威逼下，他每天都要在煤窑里干上十几个小时的苦工
……”煤矿博物馆讲解员梁艳的动情讲述，让记者的思
绪随之穿越到了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北崮山
村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 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博
山，由日伪军驻防，不断外出“扫荡”、烧杀抢掠。当地老
百姓被逼得没活路，就自发组织起来抗日，当时年仅 15
岁的焦裕禄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当中。

1942年，日寇在博山进行又一轮疯狂扫荡。焦裕禄
被捕，他与邻近3个村被抓的百姓一起，被押送到博山县
城西二台街赵家后门的日本宪兵队。在那里，焦裕禄经
受了酷刑拷打。之后，他又和其他被抓的男女老少一
起，被送到李家庙关了起来，直到当年年底。1943年 1
月，焦裕禄又被日寇转送到张店宪兵队，在这里被关了
一个月后又被送到张店伪救国训练所，半个月后他被送
到了抚顺大山坑煤窑。

张店伪救国训练所，又称“劳工教习所”，是日寇在
关内设置的各种集中营之一。为了满足在东北疯狂掠
夺资源的需要，日寇将在“扫荡”和作战中俘获的战俘、
抗日人员和部分普通百姓集中到各个集中营，成批地押
运到抚顺、阜新等地，充作“特殊工人”挖煤。焦裕禄就
这样被押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窑（即新中国成立后抚顺四
大矿之一的胜利矿）。

日寇在抚顺煤矿一直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
从 1905年到 1945年，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抚顺矿工伤
亡高达20万人以上。像焦裕禄这样被日寇抓来的“特殊
工人”，总数约有4万人，到抗战胜利时仅剩下不到8000
人，除逃跑者外，绝大多数都被折磨致死。

被押送到抚顺煤矿的“特殊工人”都是集中管理，几
十人睡在一个工棚里，居住地周围设有电网或铁丝网，
上下井有武装人员押送，每天被迫劳动十几个小时以
上，伤病死亡的就被直接扔到“万人坑”里埋掉。

日本侵略者对“特殊工人”的残酷压榨和折磨，让
他们时刻遭受着死亡的威胁。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和
焦裕禄一批被送来当苦力的 20余人中，仅有 3人活了
下来。

惨无人道的奴役与无时不在的死亡威胁，没有压垮
焦裕禄的脊梁，更无法摧毁他的意志，他始终将母亲的
教诲记在心中：“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焦裕禄
冷静地观察，耐心地等待，寻找着逃跑的机会。机缘之
下，他辗转联系上一位姓郑的、在消防队工作的老乡。
在找机会逃出煤窑后，焦裕禄跑到这位老乡家中。这
位老乡不仅收留了焦裕禄，还帮着他找到了一份扫马
路的临时工作。两个月后，焦裕禄挣下了回家的路费，
又通过“郑老乡”的帮忙买了火车票，从沈阳坐火车返
回了家乡。

在抚顺，在那个时代，备受压迫和剥削的煤矿工
人是最具斗争精神和反抗意识的群体。从 1937 年
起，大批“特殊工人”被陆续转移到抚顺煤矿。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都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的经历，都有
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他们自发成立
了党支部、党小组，带领煤矿工人顽强抗争、坚持抗
日，在黑暗的地下静静地积蓄着可以照亮未来的火种
和力量。

从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力到机智地逃出魔掌，再到
在老乡家躲藏，到最终乘上返乡的火车，焦裕禄在抚顺
度过了饱受折磨的 6个多月。这段苦难的经历，锤炼了
他的意志，也将革命的火种深植于他的心中。

什么是焦裕禄精神？2014 年 8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京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把焦裕禄精神
概括为“三股劲”，即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
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
那股拼劲。

焦裕禄在抚顺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他
带给抚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每次讲解，焦裕禄都是必讲的内容。”自
2011年煤矿博物馆开馆起就担任讲解员的梁
艳告诉记者，很多抚顺人对焦裕禄的名字和事
迹早已耳熟能详，但对焦裕禄在抚顺的经历却
鲜少了解。每年来自社会各界的参观者听到她
讲起焦裕禄在抚顺煤矿的经历后，都会很惊奇，
也会觉得更亲切，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英烈的
历史距离。现在，煤矿博物馆已成为弘扬、传承
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平台。

多年以来，传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得到了
抚顺历届市委的重视。持续开展的对标学习活
动，不断拧紧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的“三股劲”，让
党员干部成为转型发展的先锋队、乡村振兴的
领头雁、社会治理的生力军。

新时代“三向培养”工程、驻村扶贫工作
队、驻社区（村）第一书记……让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学习焦裕禄凡事探
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
风，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在实践中摸索
发展的道路。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的攻坚战场上，学习焦裕禄“敢教日
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
奋斗精神，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实干苦干巧
干。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中，学
习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的公仆情怀，用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用
情办好为民实事。在作风建设的自省磨砺
中，学习焦裕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
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在疫情防
控的战线上，党旗所向就是冲锋的方向，广
大党员干部以志愿者的身份下沉防控一线，
24 小时轮班值守，守好“外防输入”关口，筑
牢安全防线。

疾风知劲草。历经岁月的洗礼，焦裕禄精
神始终熠熠生辉，在抚顺薪火相传，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

黑暗的地下孕育革命的火种

选派乡村第一书记刘育民（右）发扬焦裕禄精神，走到田间地头，带领村民发展致富。

在抚顺煤矿博物馆，讲解员梁艳正在给参观者讲解焦裕禄的事迹。

走进抚顺煤矿博物馆，在1942年的展板上，一张坚毅的面容、一个光辉
的名字，总会吸引参观者驻足良久。这个名字就是焦裕禄。

十七岁的焦裕禄被日本侵略十七岁的焦裕禄被日本侵略
者抓到大山坑做者抓到大山坑做““特殊工人特殊工人”。”。

焦裕禄同志在阴冷的矿井下焦裕禄同志在阴冷的矿井下，，忍饥挨饿忍饥挨饿，，终日不停地挖煤终日不停地挖煤，，稍有稍有
怠慢怠慢，，就遭到把头就遭到把头、、汉奸的毒打汉奸的毒打，，备受折磨和摧残备受折磨和摧残。。

焦裕禄同志耳闻目睹同胞焦裕禄同志耳闻目睹同胞一个个被打死一个个被打死、、
毒死毒死，，他与工友他与工友团结起来与日寇进行巧妙顽强团结起来与日寇进行巧妙顽强
的抗争的抗争。。19431943年秋年秋，，终于逃出虎口终于逃出虎口。。

铆足党员心中的“三股劲”

两种精神融入城市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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