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的春天，千里中原沃野叠
翠，焦桐新绿，春的气息格外浓郁。

就在那个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
到河南，走到中原父老乡亲中间，深入火
热的生产生活一线，一路行，一路看，一路
殷殷嘱托。所到之处，彰显的是胸怀万壑
的领袖风范，是亲民爱民的赤子之心。

立足中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寄语河南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

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
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努力做焦
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
展、基础能力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四张牌”。

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
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
更加出彩。

……
总书记的话语深邃高远，厚望如

山，成为引领河南发展的时代最强音。
牢记嘱托，不辱使命，河南省委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持续落实
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团结带领亿万中原儿女砥砺前行，
奋力书写中原更加出彩的崭新篇章。

伟大的精神薪火相传，凝聚人心

“他的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
是亿万人民心中的一座永不磨灭的丰
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
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定格在历史
上，永远不会过时。” ——习近平

兰考。北关。曾经的风沙口，焦桐
挺立，冠盖如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
雨沧桑，焦桐愈显伟岸，愈见风华。

这是一棵树的力量——
1962年，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

禄，亲手种下一棵泡桐，兰考群众为了
纪念他，亲切地唤作“焦桐”。

“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兰考，实
地感受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我
心情很激动、很不平静，很受教育、很
受启发也很受鼓舞。”

2009年 4月 1日，清明节前夕的兰
考春意盎然，习近平站在焦桐下，久久
伫立，深情凝望。在焦裕禄逝世45周年
的日子就要到来之时，习近平怀着敬仰
的心情前来拜谒忠魂，并首次系统阐述
了焦裕禄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
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栉风沐雨中，焦桐无言，下自成
蹊——风沙肆虐时，防风固沙稳粮；材
质长成时，化身“绿色银行”；桐花烂漫
时，送来四野芬芳。

俯仰天地间，焦桐有灵，寓意深
长——根只有深扎于土地，叶才能伸展
在天空。如果共产党人是泡桐，人民群
众就是土地，是人民滋养了我们，我们
要为人民奉献终生。

55岁的焦桐，55年的桐花开谢，一
座以焦裕禄命名的干部学院拔地而起。
每年，上百万的参观者前来，在焦桐下
聆听焦裕禄的故事，感受焦裕禄的精
神，体悟焦裕禄的崇高。

这是总书记的情结——
“中夜，读 《人民呼唤焦裕禄》 一

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

考对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
行具体指导。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上，总书记再谈焦裕禄精神，说到动情处，
他当场吟诵起《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
是1990年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夜读纪念
焦裕禄的文章后，填写的一首词。

那个夜晚，繁星点点，桐枝摇曳。总
书记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居住的房间，窗口
正对着焦桐，“出门就看得见焦裕禄当年
种的泡桐，睹物思人、感慨良多。”

他还多次提到自己的焦裕禄情结。
回忆起 1966年 2月 7日《人民日报》

刊发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习近平饱含感情地说：“我当时上
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念这篇通讯过程
中几度哽咽，泣不成声，同学们也流下眼
泪……”当时的习近平，只有 13岁，焦裕
禄精神已在他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

他直抒胸臆：“再次踏上兰考土地，
依然心情很不平静。刚才，尽管看的听
的都比较熟悉，但我还是想多看一看、
多听一听，因为这里的每一件实物、每
一个故事，都能引起我的心灵共鸣。”

他鲜明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
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
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
要永远向他学习。”

他深沉发问：“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
问题，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
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我们应该给后人
留下些什么？”

他着重强调：“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要重点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
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
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
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
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他谆谆教诲：“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
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
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
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从追梦少年，到大国领袖，焦裕禄
精神始终在习近平的心头萦绕。

这是执政党的灵魂——
“选择兰考作为我在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是因为
这里有焦裕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掷地有声。

那天，一下飞机，总书记就直奔兰考，
来到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半身铜像、

“十条工作方法”电子屏、焦裕禄生前办公
桌等展品前，他走着、看着、听着、问着，不
时凝思。

在写有《干部“十不准”》的展览墙前，
总书记驻足良久，逐字逐句认真研读，深
有感触：

“‘十不准’内容非常有针对性。就拿
看白戏这条说，除了规定一律不准送戏
票，还强调不能把前10排的票光卖给机关
和干部，这就教育领导干部如何针对身边
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订具体举措。”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目的就是查摆和切实解决我们党员干部
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能够进一步促
使党员干部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真正做
到为民务实清廉。”

此次在兰考，总书记处处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住在焦裕禄干部学院一
个普通的学员宿舍里，不放鲜花，不摆
水果；每餐都是大锅饭菜；临走，按照
学院每天80元的用餐标准，他交了两天
共160元的伙食费。

“总书记以焦裕禄为一面镜子，时时
牢记宗旨，处处率先垂范，给我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作风课’。”与总书记接触
过的党员干部对此印象尤为深刻。

仅仅过去一个多月，5月9日，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兰考，指导县委常委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焦裕禄干部学院学术楼 101 教室，
窗外焦桐枝繁叶茂，室内气氛严肃庄
重。大家点“麻骨”、戳痛处，“白脸
进、红脸出”，掏心见胆、坦诚相见，民
主生活会“辣味儿”十足。

会上，习近平认真听取汇报，不时
同大家交换意见、询问情况。对查摆出
来的问题，习近平详细探究问题的表现
形式和形成原因，对存在问题的危害性
进行分析和点评；对努力方向和整改举
措，习近平详细询问有关举措的针对性
和可行性，要求大家真抓实干、切实把
整改工作做实做好。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时20分许。
“党的总书记手把手指导一个县委常

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如此一丝不
苟，如此细致入微，就是身体力行地告
诉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
风，筑牢执政根基，才能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现场参加民主生活会的班子成
员，有着更加深刻的领悟。

这是新时代的呼唤——
为什么焦裕禄精神能够成为共产党

人高擎的火炬？为什么焦裕禄精神让总
书记念兹在兹，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感受到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

是因为他的公仆情怀，是因为他的
求实作风，是因为他的奋斗精神，是因
为他的道德情操。所有这些，都集中体
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目标追求，
都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具有最大先进性
的群体共同而恒久的“红色基因”。

这个基因，曾经体现在“砸碎旧世
界”的革命之时；

这个基因，曾经体现在“创造新世
界”的建设之时；

这个基因，曾经体现在“实现大转
折”的改革之时；

这个基因，如今正体现在“开启新
征程”的强国之路上。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艰巨繁重
的发展任务中，如何经受“四大考验”、克
服“四种危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是这个走过九十多年里程的世界第一大
执政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能否
坚定信仰、牢记宗旨，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所在，也是中国
的兴衰所系。我们要用“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来响亮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行”，我
们要造就一个最具战斗力的强大的党，引
领中华儿女在世界上走出一条“中国道
路”，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这就是焦裕禄精神的现实意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人们不会忘记——
2009年的那个春天，风和日丽，春和

景明。在那片绿油油的麦田中，习近平俯
身植苗、培土、浇水，栽下一棵泡桐，种下
一片景仰，希望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在
神州大地永远传承、永放光芒。

如今，他亲手栽下的这棵泡桐，亭亭

如盖，生机勃勃，与焦桐两两相照，遥相守
望，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习桐”。

从“焦桐”到“习桐”，是精神的厚
植，更是信仰的传承；

从“焦桐”到“习桐”，是生态的文
明，更是政治的清明；

从“焦桐”到“习桐”，是党心民心
的凝聚，更是国家民族的兴盛。

增优势补短板，提升发展新境界

“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力
打好‘四张牌’。” ——习近平

还是那个春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的新闻报

道中，“新常态”一词，在公众视野里第
一次出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
个重大判断。

总书记洞悉河南，“河南是人口大
省、产粮大省，又地处连接东西、贯通
南北的战略枢纽，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中占有重要地位。做好河南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责任重大。”

总书记把脉河南，“希望河南围绕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
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四张牌’。”

这是因为河南的经济规模与人均指
标、产业层次与产业结构、生产能力与
创新能力等，都非常符合新常态的阶段
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又都与中国在全
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相似，迫切需
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跨过“中等收入陷
阱”，从富起来到真正强起来。

点河南的题，破全国的局。
这其中气象万千，深意隽永。
让“中国碗”盛更多优质“河南粮”——
那年的 5月，在粮食主产区的尉氏

县张市镇，广袤的麦田里，孕育着丰收
的喜悦。总书记走进田间，察看麦穗灌
浆情况，向农技人员了解产量预测，向
农户询问田间管理情况。

亩穗数多少？穗粒数多少？千粒重多
少？得知这些指标都很好，习近平高兴地
说：“我们都是搞庄稼出身的，看到小麦长
势这么好，我和村里人一样感到很欣慰。
用咱老乡的话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农业是安天下稳
民生的战略产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
大国，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河
南要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建设、
城乡一体化发展。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
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叮嘱，

“要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
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

经济新常态下，总书记对河南农业
悉心指导，对打造中原大粮仓寄予厚
望，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那天在地头向总书记现场汇报的河南
农业大学教授、小麦专家郭天财感受极深，

“总书记真是农业行家啊，一下就点出了我
们农业科技人员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在创
新上下功夫。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
什么品种，才能让河南粮食有竞争力，才能
让‘中国碗’盛更多优质‘河南粮’。”

近几年，河南加快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
高。河南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优质专用小
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今年将发展到800
万亩。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
满足吃饱、吃好的要求，更要让农民的“钱
袋子”鼓起来，河南正在全面发力。

（下转08版）

春 天 的 嘱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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