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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雅鸣、双瑞

一弯蛾眉月挂在墨蓝的天空。河南兰考
的老农魏善民摸黑就起来了，电动三轮车驮
着扫帚、簸箕，驶往 1 公里外的焦桐。46 年
来，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

今天尤显特殊——— 8 月 16 日，焦裕禄的
生日。如果他还活着，整整 95 岁了。

斯人已逝，泡桐长绿。54 年前，焦裕禄亲
手种下的一株小麻秆，如今已是华盖如云。历
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棵树始终矗立
在那里，带给人们一片绿荫，也活在百姓心
中，大家亲切地称它“焦桐”。

睹树思人。“要是焦书记还活着，看见它
现在仨人都合抱不过来，不知道得多高兴。”
像往常一样，比焦裕禄小整整 20 岁的魏善
民，拿着扫帚，轻轻地清扫，再把落叶归拢，不
时抬眼望向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这棵
树”。焦桐 54 岁，他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持续守
护焦桐 54 年。

焦桐，活在魏善民心中，活在百姓心中。

焦桐：生命奇迹的背后

焦裕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肩披外
套、双手叉腰、侧头目视远方，背后斜伸出一
片桐树叶。那棵未露全貌的泡桐，就是他亲手

栽下的焦桐。
“他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

了，十年后会变成一片林海。”时任兰考县委
办公室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
神态，那是 1963 年 9 月，焦裕禄下乡查看春
天栽的泡桐。

照片是刘俊生偷拍的。他经常随焦裕禄
下乡，给群众拍了上千张照片，给焦裕禄拍的
只有 4 张，其中 3 张都是偷拍的。“我一想拍
他，他就摆摆手说‘镜头要多对准群众’。”刘俊
生说，从这个小小的细节，足可见焦裕禄的为
民情怀。

当时兰考风沙肆虐，沙子一起就打死一
片庄稼，一亩地收不到 40 斤麦子。刚调任兰
考县委书记几个月，焦裕禄就带人种泡桐树。
泡桐是华北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成活率高、
生长快、材质好，特别适应兰考的盐碱风沙
地。

“有时候他拿树苗我刨坑，有时候我拿树
苗他刨坑，搭档得很好。”20 岁刚出头的魏善
民和焦裕禄分在了一组，这份特别的经历，使
他对焦桐怀有深深的感情。

在风沙最大的胡集大队，50 亩生态林迅
速栽起来了。路边还扔了一棵树苗，大家都没
在意。通常泡桐苗的长度约 3 米，这棵苗只有
2 米，短了一大截。焦裕禄把树苗捡起来，刨
个坑种上了。

“他说这棵苗个子低，但是根好，如果长
起来了，比其他树长得还快，扔了可惜。”魏善
民感觉，焦裕禄的话仿佛还回响在耳边，就是
这棵小苗已经长成 5 米粗、26 . 4 米高的焦桐
了。

泡桐对土壤不挑剔，好种、易活、长得快，
3 年成檩、5 年成梁，生命周期短，还不和农
作物争夺水、光、温、气和养分。但泡桐全身是
宝：根，防风固沙；躯干，用作板材；枝杈，粉碎
后做胶合板，花和叶子还是一道风景……说
起泡桐，已经 80 多岁的老林业局局长李仙海
如数家珍。

由树及人，这种以短暂的生命奉献自己
全部的泡桐精神，不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真实
写照吗？

泡桐是一种生长比较快，但寿命相对较
短的树种。通常情况下，一棵泡桐十来年就能
成材，树龄三四十年已属罕见，而焦桐今年已
经 54 岁了，相当于一名百岁老人。如此高龄，
却依然枝叶繁茂，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

请教林业专家，也对此连连称奇。“无法
解释、堪称奇迹”的背后，其实是普通百姓的
力量。多年来，正是他们，守护了这一树澄
碧。

“树是充满灵性的，我们只能说，眼前这
棵焦桐树是焦裕禄的化身，代表焦裕禄不朽
的精神。”这是当地一位宣传干部的感悟。

守护：不只是“这棵树”

每天，75 岁的魏善民与焦桐一起迎来
日出。

打扫落叶，浇水，施肥……“看这棵树就
跟伺候老头儿一样，吃多少喝多少，再没有我
清楚了。”他说，从凌晨 5时起，一天三遍看焦
桐，跟吃饭一样自然。

旁人口中满含敬意的“焦桐”，在他这
儿，只是简简单单的“这棵树”，语气中透着
熟稔和亲昵。1971 年至今，这棵树，他照顾
了 46 年。

在那之前，他的父亲魏宪堂照顾了 8 年。
焦裕禄去世后，这位老人无处寄托自己的哀
思，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地头，看看故人亲手种
下的泡桐。他总是念叨：“焦书记领着咱，日子
一天比一天强，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下转 2 版)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的树

新华社近日播发《中国
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等
“反贫困斗争”系列融媒体报
道，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形式，
图文并茂、声画结合，全景式
展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反贫困斗争取得的巨大成
就和伟大意义，在全社会引
起热烈反响。

反贫困是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
刻起，就把反贫困的重任扛在
肩头。“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
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
问题，共产党人就不会安之若
素。”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
培训中心主任南子强说，反贫
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
大决战》报道以厚重的历史
感，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不
到长城非好汉”的坚强决心，
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矢
志不渝的坚守和奋斗。

山东省临沂市扶贫办副主
任熊长远说，反贫困是人类共
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是对“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生动诠释。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是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河北省平
山县大米峪村驻村扶贫干部、第一书记曹军军说，“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和驻村第一书记，我将不忘初心，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云南西盟县委副书记、县扶贫工作队总队长郑青江
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
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目前，全国有
数十万名干部扎根到贫困地区开展帮扶工作，能够参与到
这一伟大工程中，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一份至高
无上的荣耀。”

在反贫困决战中读懂中国力量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报道热情讴歌了奋斗在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先进人物，全面描绘了中国反贫困决战
的时代画卷。宁夏同心县扶贫工作总督导马希丰说，“我是
扶贫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只有亲身经历这场中国反贫困斗
争的伟大决战，才真正读懂什么叫攻坚拔寨，什么叫万众一
心，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中国力量。”

网民“kao 斯基 100”说，“中国反贫困斗争中涌现出太
多艰辛和不易的感人故事，为这份信念和执着而感动！有
这么一大批坚定意志奋勇献身的人，中国的脱贫攻坚充满
希望。”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大店村支书赵武说，在反贫困决战
中，看到了大量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不断努力的人们。“这让
我们明白，没有理由穷下去，物质贫困不可怕，精神贫困最
可怕。我们村年近七旬的村民柳发仁，半年打零工都能收入
近万元，只要观念改变，消除‘等、靠、要’思想，努力动起来，
美好生活就会向你招手。”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柯说，虽然现有贫困地区仍
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质基础较差、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问
题，但反贫困决战场上挺起的无数“中国脊梁”让我们相信，
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利。

全力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当前，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节点仅有 3 年多
时间，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河北省巨鹿县扶贫办主任程蕴
昭说，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扶贫工作
者必须发挥任劳任怨、不畏艰辛、克难攻坚的战斗精神，撸
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下足“绣花功夫”，把贫困
群众当亲戚、交朋友，把群众的冷暖需求时刻放在心上。

网民“王昱皓”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个贫困户
掉队，绝不是一句空谈，而是必须攻克的难关。反贫困斗争
进入“读秒”阶段，更要惜时如金，全力以赴。

贵州榕江县委副书记吴建良说，对于深度贫困山区来
说，扶贫干部要脱掉“三层皮”：一是“嘴脱皮”，做到对党的
政策、村情状况、社情民意心中有数；二是“手脱皮”，手牵手
跟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是“脚脱皮”，带领群众翻山
越岭找出路，脚踏实地搞产业。

江西省移民和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张志凤说，历史
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全体中国人正共同
浴血奋战在反贫困的决战场上。“铸就中国决心，凝聚中国
力量，我们一定能取得反贫困决战的伟大胜利！”

(执笔记者：林晖、何雨欣，参与记者：范世辉、杨洪涛、
邹欣媛、潘林青、庞文广、郭强、王朋)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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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8 月 16 日电(记者王凯蕾)
记者从广东税务、金融监管系统最近发布的
数据获悉，当地已经出现制造业、民企、新兴
经济三大“标志板块”的复苏回暖。

广东经济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上半年税
收收入同比增长 13 . 7%，6 月末辖内银行业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3 . 43 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广东税收、信贷较快增长结构

趋优，其中制造业、民营企业、新兴经济表现

突出。
制造业复苏迹象明显。上半年，广东制造

业贷款有五个月环比正增长，同时实现税收
增长 20 . 1%，快于第二产业税收增速 4 . 1 个
百分点。

民企发展活力增强。上半年，广东民营企
业税收增长 16 . 2%，快于同期全行业税收增
幅 2 . 4 个百分点，更明显快于 2016 年度民
企税收增幅 9 . 3 个百分点。人行广州分行的
数据显示，6 月末，广东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 10%，比去年同期加快 5 . 7 个百分
点，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达 54 . 1%。

新兴经济上扬势头稳固。上半年，广东新
兴产业贷款呈加速势头，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三新经济”税收强劲增长。其中，先进制
造业实现税收同比增 18 . 9%，快于第二产业
税收增幅 2 . 9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现
税收同比增长 17 . 2%，快于第二产业税收增
幅 1 . 2 个百分点。

“广东经济表现不俗，最主要的动力来自

于工业经济回暖。”汇丰(中国)常务副行长何
舜华说，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全球经
济加速复苏等都为回暖准备了条件。

广东省国税局局长胡金木认为，制造业
是产业的主要基础，民企是产业的主要新生
力量，新兴经济是未来的主要动能，作为中国
经济的晴雨表地区，广东三大“标志板块”的
复苏回暖表明中国经济已经站上新台阶，结
构转型成效明显，新动能加速聚集，稳定上扬
态势已经出现。

广东经济三大“标志板块”出现复苏回暖

淄河水蜿蜒流过，岳阳山苍翠依旧。今年
的 8 月 16 日，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
同志诞辰 95 周年的日子。在他的家乡山东省
淄博市博山区，人们用一场简朴但不失庄重
的纪念活动，来寄托对他的追思怀念。

1922 年 8 月 16 日，焦裕禄出生在淄博
市博山区北崮山村。村中至今依然保留着他
的故居——— 一个北方农家四合院，院中有三
株槐树参天挺立，正房、厢房里的摆设，一如
焦裕禄离开时的样子。

“我 1964 年春节才见我叔，那时候我还
没过门呢。”76 岁的赵新爱，是焦裕禄故居的
管理员，也是焦裕禄的侄媳妇。她的家与焦裕
禄故居比邻而立。53 年前的那次相逢，是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即便如此，依然给她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新爱说，当时的焦裕禄身穿一件灰色
旧大衣，头戴一顶棉帽，脚蹬一双老汉鞋。“别

说是干部，穿得都不如村里的老百姓哩。”赵
新爱记得那时候焦裕禄脸色发黑，可在奶奶
(焦裕禄母亲)面前，他从来不显病态。直到焦
裕禄病逝后，村里人才慢慢知道，他那时已经
抱病在身，却一直坚持忘我工作。

故居向北不远，便是博山焦裕禄纪念馆。

纪念馆前，几名工人正忙着浇筑水泥基座。基
座上放置着一台硕大的煤矿卷扬机，齿轮上
仍留有未擦拭干净的机油。

博山焦裕禄纪念馆馆长焦玉星说，焦裕
禄在河南兰考治理“三害”的事迹可谓家喻户
晓，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工业领域也是一把
好手。

“这台卷扬机，是洛阳矿山机械厂生产
的。”焦玉星告诉新华社记者，焦裕禄 25 岁作
为南下干部离开山东，之后的 17 年转任多
地，其中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长达 9 年。在
这 9 年中，他推动研制了当时国内首款直径

2 . 5 米的双筒卷扬机，填补了国家卷扬机科
研项目的空白。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焦裕禄二女儿焦守
云也回来了。从两岁起，她在北崮山村度过了
9 年的童年时光，然后随父亲去了河南。在她
的儿时记忆中，父亲一次次地外出远行。

“那时候，几乎每年一次，我爸在哪儿，我
们就去哪儿看他。我记得奶奶的大手拉着我
的小手，走出山村，坐上火车，要好久好久才
能见到父亲一面。”焦守云说，那些年她追随
着父亲的脚步，去过大连、洛阳、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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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活
动上，焦守云又吟诵起这首《念奴娇·追思焦
裕禄》。山河如故、乡音绵绵，“95 岁”的焦裕
禄，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记者邓卫华、萧海川、袁军宝)
新华社济南 8 月 16 日电

焦裕禄的这些故事，你不一定知道
■新媒链接

哪一棵树

活在人们心中

请扫描
二维码，观看新
华社融媒体报道

《 哪一棵树 ，活
在人们心中？》。

8 月 16 日，第 15 届南海（阳江）开渔节在广
东阳江海陵岛举行，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休渔期
当日结束。 新华社记者张若玄摄

8 月 16 日，蒙西至华中铁路控制性工程洞庭湖
大桥主桥主体完工。蒙华铁路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运
煤专线，预计两年后建成。 新华社发（薛宇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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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焦桐的根培育的泡桐树苗（8 月 9 日摄）。 新华社发（李嘉南摄） ▲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小朋友在焦桐下玩耍（8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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