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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大连，承载着助力新中国工业兴起的历史重任，拥有中国历史最
早、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起重运输机械生产企业——大连起重机器厂。能到这
个在全国工业浪潮中领跑的城市里学习和历练，是当时很多热血青年满心憧憬
的事。”大连博物馆馆长姜晔说。

“我叫焦裕禄，是刚从地方来的，干工业是外行，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毛淑兰
还记得焦裕禄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第一次与大家见面时的情景。“他一天到黑不
闲着。”毛淑兰说。向工人学习，向管理人员请教，还借来书刻苦研读……半年
多，焦裕禄就掌握了通常需要3年才能掌握的企业管理知识，由工业生产的外行
成为指挥车间生产的“行家里手”。

在减速机工段蹲点时，15公斤重的大锤抡起来，几下子就震得膀子发酸，
焦裕禄一干就是一天。清洗减速机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焦裕禄干。“他说要
当第一线的主任，”于文状回忆，“还搬到车间办公……”

来到大起不到两年，焦裕禄已经被工友们誉为“全厂最棒的车间主任”。厂
部向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发出留下焦裕禄等 3名同志继续工作的申请报告，但
由于工作需要，1956年底焦裕禄奉调回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

“洛矿一别成千古，音容宛在盈九州。星夜来客始初交，切磋琢磨解君愁。”
2014年，“足迹——1955—1956焦裕禄在大连”主题展览现场的留言簿上，一首
即兴写就的诗歌寄托着一位85岁老者钱祖尼的怀念。

当年，时任焊接科科长的钱祖尼每周都与焦裕禄一起开生产工作会。得知
钱祖尼是大学生，焦裕禄经常夜间到钱祖尼家里向他请教专业知识。焦裕禄勤
奋好学、认真刻苦的钻研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8年前后，钱祖尼曾到洛阳出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两人共同回忆了在
大起工作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焦裕禄。

1964年 5月 14日，焦裕禄病逝。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大连起重机器厂已重组进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焦裕禄曾工作过的机械车间也随着工厂搬迁异地重建。
如今，大连重工中革研制基地通用减速机厂加工一车间的蓝色大门之上，焦

裕禄画像和“永恒的记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字样高悬醒目，沿着现代化的
车间、伴着机器的轰鸣声走到尽头，就是 2017年 3月建成开放的焦裕禄事迹展
览馆。

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已被确定为“大连市党员思想教育基地”，并被大连市委
组织部列为红色路线·初心之行其中一站。许多单位在这里组织党员活动、举行
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今年7月 1日早就预约满了。

研制出“中国天眼”FAST工程馈源索驱动机构、全球首套敞顶集装箱及通
用敞车两用翻车机……焦裕禄事迹展览馆的展板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内容更新
源自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深化和企业的发展——大连重工装备集团各企业参与制
定国家、行业标准 129项，累计创造了 454项“中国第一”，破解近百项重大装备
国产化难题。

焦裕禄在大连的经历与精神，就这样通过有心人的抢救收藏保存下来，经
由亲历者的口口相颂流传开去，并化为内在的驱动力与外在的行动力照进现
实……

焦裕禄在大连：平凡之路照亮永久现实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 周代红 左正红 通讯员 李媛媛 王琳

“焦裕禄还在大连工作过？”“原来焦裕禄有这
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我们想收藏这份文物。”
2014年 7月 10日，《大连日报》头版重要位置刊发
《焦裕禄亲笔填写干部履历表现身大连》后，引发强
烈反响。

这份焦裕禄 1955 年 8 月 10 日在大连起重机
器厂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共 4 页，记录了焦
裕禄的个人状况、家庭状况、个人经历和工作经
历。它是焦裕禄亲笔写就的历史记录，是研究焦
裕禄的难得史料，也是探究焦裕禄精神发展历程
的重要依据。

履历表里各个项目的内容，显现着焦裕禄认
真的态度与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曲折而坎坷的人
生经历中，可以看出他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来由；
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展现了他贴近群众、工作踏
实的公仆情怀；革命前后的对比，凸显了焦裕禄对
革命工作和新中国的热爱。“焦裕禄当时在大连工
作的资料不多，这份履历表填补了这项空白，是研

究焦裕禄生平、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重要文物。”大连
党史专家王军说。

这份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至今背后有一段曲
折的历史。“文革”期间大连起重机器厂档案管理受
到冲击，多有遗失，一位有心的老职工悄悄将这份
履历表抢救回家，珍藏起来。老职工去世前，又郑
重地将履历表交由另一位老职工——张清仁收藏。

这份带着生命热度的嘱托建立在日常相处的
信任之上。

“那时候焦裕禄离开的年头还短，谁都能说两
句。”张清仁说，“厂里人一听要谈焦裕禄，主动就
跟你聊。”1971年 11月，返城知青张清仁被分到了
大连起重机器厂，想学技术的他主动下到机械车
间。从厂里老工人那里得知这是焦裕禄工作过的
车间后，怀着一份近乎崇拜的心情，张清仁开始不
自觉地打听、收集焦裕禄在厂里的旧事。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调到大连起重机
器厂宣传部工作后，张清仁对焦裕禄事迹的收集整

理变成了主动系统的工作。除了调到外地的，他差
不多和厂里与焦裕禄有交集的人都接触过了，采访
了四五十人，挖掘第一手资料……

2014 年，焦裕禄逝世 5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兰考的讲话激起了张清仁对焦裕禄的追思。
于是，他将这份履历表送到大连日报。“希望让更多
人见到这份珍贵的文物，希望焦裕禄的精神在大连
生根并传承下去。”张清仁说。

2014年 8月 19日，“焦裕禄干部履历表”入藏
大连现代博物馆（今大连博物馆）。10 月 15 日，
由《大连日报》与原大连市文广局联合主办的“足
迹——1955—1956焦裕禄在大连”主题展览于大
连现代博物馆启幕。31天展期内，共 7万余人次
参观展览。此后，该展览在大连市委、大连市委党
校等处开展了大连市内巡展，并赴哈尔滨等城市
展出，走出去的巡展活动将焦裕禄在大连的故事
与精神传播得更远。目前，该展览已被大连博物
馆长期保留着。

四页履历表，一份沉重的嘱托

焦裕禄亲笔写就的历史记录填补了空白

在 1987 年 10 月内部发行的《1948—1985 大
连起重机器厂厂史》中，1955 年大事记的第一条
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焦裕禄等 23名中层干部和管
理人员来厂学习企业管理和进行岗位培训。”1955
年 3月至 1956 年底，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担
任机械车间代培主任。厂史中短短的一句话背后，
是与焦裕禄相处 630天的工人们之后数十年道不
尽的情谊。

大连工人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刘功成在担任大
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期间，于 1990年 10
月 15日在大连起重机器厂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曾
与焦裕禄同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的老工人座谈
会”。30多年过去了，刘功成始终不能忘记这场座
谈会。“不仅是老工人的深情回忆感染了我，还因为
他们手中已经有些泛黄的焦裕禄在大连的照片和

照片背后的故事打动了我。”
在这场座谈会上，十几位昔日工友们谈得最动

情的是焦裕禄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体贴工人，和
工人心连心。

32年后，2022年 6月 28日下午的另一场座谈
会上，同为 89岁的毛淑兰和于文状，说得最多的仍
然是焦裕禄与工人之间的情谊。时任机械车间计
划调度员的于文状工作中犯了错，焦裕禄安慰他：

“没事，不要紧，这个责任是我的。”“从来没遇到过
这样的干部，”于文状感慨，“我出了错，他要替我承
担。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就放松了。”

有关焦裕禄的座谈会上、博物馆的展览现场、不
同时期的各种采访……不记得讲述了多少次，时任
机械车间生产调度员的毛淑兰再度忆起与焦裕禄一
同工作的经历，动情处仍然声音哽咽红了眼眶。

“那时，我和他在一个车间，我根本不知道他
就是我们的主任。”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展出的一份
老工人座谈记录中，工人李培娥回忆，“他没有干
部架子。”

李培娥正是一则广为流传的焦裕禄在大连故
事里的主人公。1955年初冬，由于托儿所没有夜
班保育员，干夜班的李培娥只好把刚满月的孩子放
在车间更衣室、工具室等地方。焦裕禄发现后，便
把孩子抱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干夜班，就把孩
子放在我这里好了。”从此，焦裕禄的办公室就成了
夜班“临时托儿所”。“有时，孩子尿了布，他还给孩
子洗……”座谈记录写道。

“焦裕禄给大连工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大连工人与焦裕禄建立起一种深厚的阶级感
情。”刘功成说。

几场座谈会，一种深厚的感情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干部”

“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做客的。”1955年 9
月，在抗洪抢险过程中碰伤脚的焦裕禄不肯休息。
当时，连续几天暴雨令马栏河水上涨涌入厂区。考
虑到焦裕禄身体不好，又是实习主任，就没有安排
他值班。然而，当他发现洪水涌进工厂时，立刻组
织干部和工人防洪抢险。取材于这段真实经历的
版画最初发表在 1966年 4月 17日《旅大日报》（今
《大连日报》）焦裕禄版画专版。

“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有几个人能做
到？”这幅版画的创作者、今年78岁的范明耀说。

1966年 2月，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播出并刊发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
热潮。结构车间工人范明耀与刘敬瑞、王其昌、崔
翔等大连起重机器厂美术骨干，商量着用绘画表现

焦裕禄在大连的经历。他们中有《旅大日报》的通
讯员，与著名版画家、时任《旅大日报》美术编辑的
张家瑞很熟。那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张家瑞帮
忙。“当时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该干，二话没说就去
了大起。”张家瑞回忆。一个多月的时间，张家瑞几
乎每天都往大起跑。

张家瑞考虑到扩大宣传面，最好的形式就是版
画。大家虽然也认同，但是美术组里没有画版画
的。张家瑞挑起担子，给每个人分了任务。可拿出
来的东西都不成形，张家瑞不仅给每个人提修改意
见，还要统一所有作品的风格。“这比我自己一人干
累多了，可那是工人自己的作品啊！更重要的是里
面有真实的生活。”在车间一天走 20华里、让出房
子给工友住、鼓励工友干活要有方向……14张版

画背后，是14章真实的生活。
“这次创作是张家瑞主持的，没有他就没有这

组画。”范明耀回忆。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张家
瑞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作品上署名，这组版画作品
见报时，只署上了“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人业余美术
组作”的字样。“写不写名字没什么，出了好作品，有
了好影响就行。”张家瑞说。

1966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全国焦裕禄事迹展览，
这组14张焦裕禄版画入选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2014年 7月，《大连日报》重新发现、再次刊发
这组版画并配发相关报道，画作与背后的故事才为
更多人所了解。如今，这组版画已成为大连博物
馆、大连重工焦裕禄事迹展览馆中相关展览的核心
内容。

14张木版画，一个隐身的主创

“工人的作品里有真实的生活”

454项“中国第一”，一座城市的怀念

“音容宛在盈九州”

今年是焦裕禄诞辰100周年，焦守云重走父亲生平之路、寻访父亲足迹，大连是其中一站。
“春风吹、槐花香，焦裕禄来到咱大起厂，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一件件小事诚可贵，一桩桩平凡铸辉煌……”这首创作于20世纪

60年代、署名“连生”的《焦裕禄是咱大起人》词曲，如今被制作成展板悬挂在焦裕禄事迹展览馆，成为1955年3月至1956年底焦裕禄
630天大连经历的历史见证。

▲ 焦守云在
展览馆观看父亲
留下资料

◀ 焦裕禄在
大连起重机厂填
写的干部履历表

大连新闻传
媒集团供图

位于大连重工园区内的焦裕禄事迹展览馆位于大连重工园区内的焦裕禄事迹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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