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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生命中最后的53天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汪辉 实习生 李怡蕾

念出“焦裕禄”这个名字，人们都会油然升起持久的感
动与深深的敬意；学习焦裕禄精神，人们都能切身体会到
这伟大精神带来的无穷力量和持久的生命力。而提起焦
裕禄曾走过的地方，人们最常想到的是“焦裕禄精神”的发
源地兰考、想起焦裕禄的老家山东淄博，却鲜有人知道，党

和人民的好干部、好儿子焦裕禄，是在郑州度过了生命中
的最后一段时光。

1964年，已经肝癌晚期的焦裕禄在上级组织的劝说
下被“强制”送往省城最好的医院——河南医学院附属医
院（即现在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诊治。为改变

兰考面貌耗尽了自己心血的焦书记此时已瘦成“皮包骨”，
却仍在备受病痛折磨的最后53天中，牵挂着兰考，用自己
的一言一行感动、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连日来，本报
记者走访多位当年参与诊治的医护人员与相关人士，再次
回顾58年前焦书记在郑州度过的生命中最后的53天。

从3月 23日焦裕禄被兰考县委“强制”入院到离世，
只有短短 53天时间。但焦裕禄精神对郑大一附院、对
郑州乃至对全国的影响重若丘山，散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

为了铭记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一附院院史馆重点记
录、拍摄了追忆焦裕禄住院时光的纪录片，感染鼓舞了
无数观众。数十年来，郑州人民也通过各种活动、多种
形式来继承、发扬焦裕禄精神：

2007年，郑州大学成立焦裕禄精神研究中心，出版
《焦裕禄精神永放光芒》《焦裕禄精神》《焦裕禄的初心与
使命》等相关著作近十部，深入挖掘焦裕禄精神的思想
内涵和时代价值。不仅如此，郑州大学还专注于焦裕禄
精神在校园文化中的影响，通过在课堂上讲述焦裕禄的
故事、组织学生赴兰考县开展红色文化研学、邀请焦裕
禄的家人来到学校与师生面对面交流等多种形式，致力
于将焦裕禄精神传达给每一个郑大学生；

2014年 5月 10日，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大型原
创音乐剧《焦裕禄》在郑州上演，在全剧起到穿针引线作
用的老者“继焦”，其扮演者正是焦裕禄的亲外孙、中国
歌剧舞剧院青年演员余音。看到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郑
州观众再次深情回忆起了曾在郑州度过生命最后时光
的焦书记；

2016年 5月 12日，面向全国各地诗词书画名家征
稿，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
办的“永远的焦裕禄精神诗书画作品展”在郑州开展。
展出的 132幅诗词书画精品，在艺术领域生动再现值得
广大党员干部永远学习、弘扬的焦裕禄精神；

2019年 11月 28日，“人民呼唤焦裕禄”大型主题展
览在郑开幕，展览展出的 200多件焦裕禄生前使用过的
物品及复制品，生动诠释着焦裕禄精神；

2020 年 9 月 24 日，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在电影《焦裕禄》30周年
纪念环节中，焦裕禄女儿、影片顾问焦守云，影片策划余
音及电影主创人员齐聚郑州，共同缅怀和探讨焦裕禄精
神的深刻内涵；

2020年 10月 14日，作为省会文博领域非公企业创
新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焦裕禄红色文化园”在郑落
成，树立焦裕禄铜像、展示相关书法作品及藏品以及讲
解员深入宣讲焦裕禄精神，无不展示着郑州人民对焦裕
禄的深深怀念；

2021年 5月，郑州大学主办的“弘扬焦裕禄精神美
术作品巡展”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成功举办，引发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反响热烈……

这一桩桩，是“焦裕禄”和郑州人民无声的约定；
这一件件，是“焦裕禄精神”在郑州大地永久激荡的回
响！这些为纪念焦裕禄、传承和发扬焦裕禄精神的社
会活动，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指引郑州人民前进的一
盏明灯，在它的指引下，焦裕禄精神得以在郑州代代
相传！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诗人臧克家在脍炙人口的诗作《有的人》里，用
生与死的对比诠释出生命的质量从来与长度无关，而是
由生命厚度来书写。被人民铭记的焦裕禄，永远活在中
国人民心中、镌刻在郑州人民的记忆深处！

1964年 3月 23日，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焦裕禄“被
迫”来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并腹
腔、全身皮肤结节转移，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从入院到病逝只有短短 53天，他却将与病魔对抗的顽
强意志发挥到了极致。

时任消化科主任的段芳龄回忆，焦书记到一附院
时瘦得吓人，他的面貌呈现出慢性重症疾病的特有表
现——脸色很黑，经过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在肝内广
泛扩散。这种转移病变或原发性病变会波及肝被膜，
肝被膜上有丰富的神经，受到压迫时会引起极度、难以
忍受的疼痛。

肝癌晚期带来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裕禄在医
院的那段日子，常常被这种疼痛折磨得衣服都能拧出
汗水来。他常因此而吃不好、睡不好，豆大的汗珠顺着
额头直流，但是他以顽强的意志从住进医院就没吭过
一声、没叫过一声疼、没喊过一声受不了。每当他的妻
子看不下去想去找医护人员时，他总是拦着不让找，他
说他自己能解决，不要麻烦人家。而他的解决办法就
是用烟头烫自己，以此来转移疼痛。

郭蓬芝是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她回忆，很多
时候看焦书记疼得厉害，就建议给他打止疼针。但当
时吗啡比较短缺，一个病区只有两三针。焦裕禄每次
都拒绝打止疼针，而是要求将药留给更需要的患者。

“我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的
爱人，才知道他是为了止痛，用热烟嘴烙的。”时任焦裕
禄特护的樊镜珍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后来医院里
留下了一把特殊的藤椅，这把藤椅的扶手上烂了个
洞。一附院的医生们每次看到这把藤椅，就好像看到
焦裕禄疼痛难忍、坐在椅子上隐忍流汗的模样，“藤椅
上的洞，就是当年焦裕禄因为疼痛而用手按住肝部，用
肘顶住藤椅扶手而留下的洞。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疼
痛麻烦别人，他觉得自己能忍一忍就忍一忍。”

在焦裕禄生命的最后 53天里，尽管他仍处于与病
魔做斗争的痛苦中，尽管他身已不在兰考，但他嘴里念
着的，心里想着的，都还是兰考。

焦裕禄住院期间，兰考县的父老乡亲们自发前来
探望，焦裕禄每次都很激动，刚看到有人进门就要挣扎
着站起身来；和前来探望的乡亲们谈天时，他也很少说
起自己的病情。

据杨璧卿医生回忆，只要兰考县一来人，他听到最
多的就是“泡桐树”，那时候也不知道泡桐树长啥样，就
听到焦书记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怎么样了？种了
多少面积了？受没受到灾害？”另外还不忘问，谁家的
房子是危房，帮人家加固了没有？贫困户有没有补
助？“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心里第一位的
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兰考的人和事。”

焦裕禄心里装着百姓，兰考人心里也想着他。兰
考县的父老乡亲们来看望他的时候，有时会带一些小
礼物，通常是一些鸡蛋、核桃、枣之类的土特产，焦裕禄
从来不收，他总是坚决地叫他们把东西拿回去，让群众

“把这些鸡蛋拿到供销社换点盐，补贴家用吧。”
令樊镜珍记忆深刻的是一次雨天，看着瓢泼大雨，

焦裕禄焦急地看着窗外坐立不安。“我说焦书记，你咋
了，他说雨这么大也不知道兰考受灾没有。我劝他好
好养病，他说，你不知道，兰考就是我的家啊，一个人在
外地即使走得再远，你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吗！”提及
此事，樊镜珍泪光闪烁：“他都病成这样了，还是操着兰
考父老乡亲的心啊。”

在樊镜珍等人看来，焦裕禄之所以病得这么重，非
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为了工作、为了为人民服务而
拖着迟迟不去治疗。郭蓬芝就曾遗憾地分析：“焦裕禄
入院时已经错过了手术机会，如果早点手术，多活三五
年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这个病，是累出来、拖出来的
呀！”

即使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刻，焦裕禄最放不下的
不是子女，而是远在兰考的父老乡亲。当年的医护人
员至今还记得，焦裕禄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
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人民的期望，心里感
到难过。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请组织上
把我送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我可以看着兰考的人民治
好沙丘。”

焦裕禄在一附院时只是以普通患者的身份住院，
从没提过任何特殊要求和照顾。后来，医护人员还是
从成群结队来探望的老百姓口中得知，这位患者是兰
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即使
自己不说，也会派工作人员过来交代一下。”杨璧卿说，
焦裕禄自始至终都没主动提过自己的职务。医护人员
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焦裕禄疼得满头大汗，可他什么
要求也不提、也从来不过问自己的病情。那时，杨璧卿
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

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刚住院时却选
择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抢救室。

樊镜珍回忆说，当时的医院里也有营养食堂，比普通食
堂的伙食要好些，他们时常劝焦裕禄吃得好一点、有营
养一点。但是他从不愿意到营养食堂买饭，每次都去
普通食堂，买饭时也只买稀饭、面条两种。

那时焦裕禄的胃口不好，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
了几口，医生就说开点营养药或者打营养针，他都不让
用，一直坚持要把营养针留给更需要的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杨璧卿深有感触：“焦书记
这一生厉行节俭、两袖清风、艰苦奋斗，他曾亲自起
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搞特殊、越规定。他被病痛折磨着，也从不曾忘
记自己的初心。”

艰苦朴素两袖清风倡节俭、同甘苦

郑州大学学生到兰考研学

心系兰考卧病在床念群众、念沙丘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
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
群众、帮助群众。”

每当兰考的父老乡亲来探望时，焦裕禄即使重病在
床，也要忍着疼痛去迎接乡亲们。他们聊天时，焦裕禄
更是没有一点架子，他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每个前来探望
的百姓，一边唠家常似的问着兰考那边的情况。他说，
兰考就是我的家，兰考的百姓们就是我的家人。

每次医护人员查房，焦裕禄都会强撑着微笑示意，表
示感谢。杨璧卿回忆道：“来到医院的时候，焦书记的病
情已经很严重了，行动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
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就是起不了身也要欠
一下身。对谁都没有一点架子。这种尊重让我们非常感

动。”甚至于后来的医护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进焦裕
禄的病房就赶紧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你别动。”可是
他再难受也要欠一下身，比许多普通人都要谦逊亲和。
他对医护人员的尊重，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感动。

到了 1964年 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
14日，焦裕禄怀着对兰考的牵挂、对乡亲们的眷恋永远闭
上了双眼，终年 42岁。焦裕禄去世的那天，病房里一片
痛哭声。

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
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
他这一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
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意志坚定面对病魔不屈服、不低头

焦裕禄雕像

焦裕禄穿过的衣物和使用过的被褥（资料图片）

当年焦裕禄入住医院（资料图片） 郑大一附院供图

时任焦裕禄特护樊镜珍接受采访

焦裕禄坐过的藤椅扶手上烂了个洞

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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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大家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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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山东淄博辗转辽宁抚顺、江苏宿迁，再到河南
开封尉氏和洛阳，再北上黑龙江哈尔滨、辽宁大连学
习进修，然后焦裕禄来到开封兰考，带病与“三害”作
斗争，最终病逝于郑州。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今年5月份起，河南、山东、黑
龙江、辽宁、江苏等五省八市的党报记者联手，并有郑
州日报、无锡日报等众多城市党报参与，历时两个月
开展了“从焦裕禄走过的地方，看焦裕禄精神的弘扬”

大型主题报道。各地党报记者沿着焦裕禄生活、工
作、学习的足迹，深入采访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感受
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挖掘出了
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焦裕禄成长、生活和工作经历，并
用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报道，展现了焦裕禄平凡而伟
大的一生。

虽然本次大型主题报道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
但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发扬优良传统，在传承弘扬焦裕禄的“三
股劲”上下功夫，让“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在神州大地更加
深入人心、历久弥新，进一步凝聚夺取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精神力量，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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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焦裕禄精神诗书画作品展”在郑州开展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