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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兰考农民魏善民今年 79 岁了，
他有一个保持了 50年的特殊习惯。

每天一大早，魏善民都要骑上他的
电动三轮车，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
公 里 的 一 棵 树 下 扫 叶 、浇 水 、施 肥 。
1971 年至今，这棵树他足足照看了 50
年。

这是一棵泡桐树。它华盖如云，附
近的桐树已经更新了三四代，唯独它历
经沧桑，依旧枝繁叶茂，屹立不倒。

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
“焦桐”。

这棵幼苗，播撒下“千顷
澄碧”的希望

兰考，焦裕禄陵园内，一排泡桐树
笔直挺立，默默守护着安眠于此的英
魂。站在树旁极目远望，只看到晴空万
里，澄碧如荫。

然而在 59 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
荒之地。内涝、风沙、盐碱，成为压
在兰考群众心中的“三害”。彼时的兰
考，风沙埋葬了无数逃荒者生活于此
的希望。

时 值 1962 年 冬 ， 焦 裕 禄 来 到 兰
考。为了挡风压沙，焦裕禄决定在这
里栽种泡桐——“这种树能在沙窝生
长 ， 长 得 又 快 ， 五 六 年 就 能 长 成 大
树。成林之后，旱天能散发水分，涝
天又能吸收水分，可以林粮间作，以
林保粮。”

当年的种树者倒下了，却留下了一
句铮铮誓言：“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
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后继者
人人种树，无数泡桐蔚然成林。

兰考的泡桐中，有一棵格外特别。
这是 1963 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小
树苗，如今已长成 5 米多粗、26 米多高
的参天大树。

这是魏善民和焦裕禄共同种下的
树。时至今日，魏善民依然记得当时种
树的情景：“我们轮流拿树苗，轮流刨
坑，搭档得很好。别人不问，根本看不
出焦书记和一般群众有什么区别。”

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
“三害”抗争，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种

下这棵泡桐幼苗，也播撒下了“千顷澄
碧”的希望。

50 余年间，焦桐默默守护着兰考，
曾经的逃荒者变成了树下纳凉休闲的
民众，几度泛滥的黄河水患，已成为滋
润兰考的清澈水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其实，焦裕禄和他亲手栽下的泡桐
曾有过一张“合影”：焦裕禄肩披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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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是今天的焦桐。

“1963 年 9 月，焦裕禄下乡查看春
天栽的泡桐。他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
的泡桐苗都活了，10 年后会变成一片林
海。”时至今日，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通
讯干事的刘俊生还能回忆起焦裕禄当
年高兴的神态。

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却是刘俊生
当年偷偷拍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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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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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细
节，足可见焦裕禄的为民情怀。

“焦书记领着咱，日子一天比一天
强，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这是魏善民的父亲魏宪堂生前总
念叨的一句话。魏宪堂照顾了焦桐 8
年，焦裕禄去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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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对于魏善民和其他守护着焦桐的

老百姓来说，守着这棵树，就是守着焦
裕禄精神。虽然仅在兰考工作了 470 多
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永恒的
丰碑。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
征。”焦桐树下的石碑简介上，刻着这样
一句话。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

焦裕禄纪念园干部张继焦有一个
特殊的身份，他是焦裕禄的“第七个孩
子”。

“继焦”，一个饱含深意的名字。59

年前，如果没有焦裕禄的帮助，世上也
许不会有张继焦这个人，更不会留下这
个引人遐想的名字。

1962 年，张继焦还不满周岁，他的
名字也不是“张继焦”，而是父母逃荒徐
州时曾为他取的“张徐州”。一场久治
未愈的大病，让张继焦的父亲张传德险
些把他扔掉。

阻止张传德的，正是下乡查看灾
情的焦裕禄。看到孩子还有一口气，
他连忙拦下张传德，当即联系了县医
院，还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了医药钱。
为了铭记焦裕禄的恩情，张传德将儿
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从我懂事
起，父母就常教育我‘不要忘了焦书
记，他是你的再生父母，要像焦书记
一样做人’。”

如今，在焦裕禄纪念园内，张继焦
不厌其烦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一批
又一批参观者动情讲述焦裕禄当年的
故事，“我是焦裕禄救活的孩子，看到这
些树，就想到了焦书记，它们早已活在
我的心中。”

焦桐，不只活在张继焦心中，更活
在百姓心中。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
实情；忍着腹痛工作，把藤椅顶出个
大窟窿；批评儿子看白戏，让女儿去
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几乎每个在焦
桐下休憩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裕禄
的故事。

焦桐对面，一座以焦裕禄名字命名
的干部学院拔地而起。每年，都有来自
全国各地约 4万名学员前来聆听焦裕禄
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神。焦桐树下，
不少人缅怀静思，共同纪念那个永恒不
朽的英魂。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我立志成为像焦裕禄一样
的人民公仆。”焦裕禄纪念园里，一群青
年党员正面向焦裕禄的墓碑，庄严宣
誓。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棵焦桐，当
无数焦桐汇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片永
恒不朽的精神林海。”这是不少参观者
共同的心声。

（新华社郑州电）

焦桐成雨，此水此山此地
新华社记者 王 丁 双 瑞 翟 濯

东 一 块 、西 一 块 、碗 一 块 、瓢 一
块。20 世纪 50 年代初，沂蒙山深处的
厉家寨村七沟八梁上，零星散落着些
许薄田，村里因“三根棍”而出名：年少
一根棍放羊，成年一根棍放牛，老年一
根棍要饭。

1955 年起，厉家寨人移山填谷、劈
岭造田，两年建成高标准梯田 3000 多
亩，粮食亩产提高到近 300公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欣然批示：“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昔日整山治水，如今栽上了“喝山
泉 水 的 大 樱 桃 ”，还 成 了 有 名 的 樱 桃
村。高铁也开进这里，乡村振兴提速
向前。

几十年来，一代代厉家寨人接续
着“愚公移山”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
中大步迈进。

一把镢头一张锨
“敢教日月换新天”

厉家寨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
南 县 坪 上 镇 ，处 于 三 山 五 岭 两 河 之
间。昔日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
薄星散，往往十几块地才能凑成一亩，
粮食亩产量不足 50公斤。

老人们常说，曾经的厉家寨村，是
“ 早 上 汤 ，中 午 糠 ，晚 上 的 稀 粥 照 月
亮。”

穷则思变，新中国成立后，厉家寨
人决心和贫困斗争。

1950 年 7 月的一天，厉家寨村的村
民厉月举从地里拔出花生秧，反复端
详，苗黄根稀，摸一把土壤，土层只有 2
寸厚。“根深才能叶茂，能不能把土地
深翻，加深土层？”

1951 年一开春，厉月举开始深翻
地试验。当年秋收，试验田多收了花
生 15 公斤。1952 年，他继续深翻地试
验，获得了小麦亩产 200 多公斤的好收
成。

深翻地经验很快在村里推广开，
家家户户生活有了保障。

但厉家寨人并不满足。他们提出
开山劈岭，凿岭填沟，誓要改变恶劣的
自然面貌。

一双手、两个肩，一把镢头、一张
锨。没有大块土地，就削梁填沟垫沙
滩 ；为 扩 大 水 浇 地 ，就 竖 水 横 流 把 田
灌。

“当时钢镢头砸在石头上，‘刺刺’
地冒火星，震得手上全是血。”曾任厉
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的厉月钦回忆，有
一次刨到一块巨石，12 把镢头刨断了
10 把。“现在我手上裂的口子，都是当
时刨地震裂的。”

厉家寨村的生产队在工地上插上
党旗、红旗，大家干劲满满，村民经常
天还没亮就出门干活。

通过深翻地、修梯田以及一系列
水利工程，厉家寨村实现粮食丰收。

1955 年底办起大山农业生产合作
社后，第一年每亩平均产粮近 300 公
斤。

1957 年，厉家寨村整修高标准农
田 3000 多亩，削平 11 个岭头，填平 300
道沟。

74 岁的厉家寨村村民徐根田说：
“ 老 一 辈 的 人 硬 是 把 山 地 整 成 了 平
地。整治后的地土层变厚实了，收成
比 以 前 翻 了 好 几 番 ，收 入 也 多 了 不
少。”

整山治水后的厉家寨村，成了当
时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吸引了全国各地
50多万人参观。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读
到讲述厉家寨村的报告，挥笔写下“愚
公 移 山 ，改 造 中 国 ，厉 家 寨 是 一 个 好
例”的批语。

接过“愚公”开山镐
山村引来大樱桃

改革开放后，厉家寨人不满足于
解决温饱，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
来成了新的课题，厉家寨村党支部带
领村民探索新的种植。

“ 市 场 经 济 时 代 ，只 依 靠 传 统 农
业，肯定富不了。”担任过村党支部书
记的厉月钦有想法，他看上了烟台的
大樱桃，厉家寨村背风向阳，属于近海
气候，适宜大樱桃生长，“人家种水果
也能卖钱，为什么咱不试试？”厉月钦
于是和村干部多次去烟台取经。

不过，习惯了种庄稼地的村民却
并不“感冒”：“大樱桃 4 年才结果，真能
赚钱吗？”

2003 年，厉月钦种的 2 亩樱桃，每
斤卖到了 5 元。这让抱着观望态度的
庄稼人很是惊讶，“刨去成本 1 亩地就
挣了 3000 元，在村里当时可了不得。”
厉月钦说。

“种地瓜、花生哪抵得上种樱桃，
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厉月钦说，
村里樱桃种植规模迅速扩大，带动了
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

如今，18 个村樱桃连片种植面积
超过 2.6 万亩，2016 年，厉家寨村还被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中国樱桃第

一村”。
距厉家寨村不远的大山空村，60

岁的张传香正在调节樱桃大棚里的温
度和湿度。一亩的大棚中，绿叶中串
串樱桃，红黄相间，煞是喜人。

张 传 香 的 大 棚 能 产 1000 公 斤 樱
桃。“俺家的大樱桃熟得早，1 斤能卖
100多元，好的能卖到 200元。”她说。

“再过几天就是采摘最忙的时候，
会有很多快递小哥来寄发樱桃，来采
摘的游客也会多起来，到时候路上都
是小车了。”

张传香告诉记者，除了固定的商
贩上门收购，也有很大一部分发鲜果
冷链。

“当年的梯田现在成了教育沟、教
育 田 ，让 后 辈 人 经 常 能 够 忆 苦 思 甜 。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新时代的新愚
公，接好前辈的开山镐。”厉家寨村党
支部书记厉明聪说。

2020 年 6 月，村党支部领办的厉家
寨樱桃种植合作社，预计每年给村集

体带来超百万元收入，其中 30％以上
用于给村民分红。

高铁开进厉家寨
乡村振兴不停歇

春分刚过，棚里的樱桃渐次熟了，
山上的樱桃开始挂果。山脚下 10 多栋
新建的居民楼，成为厉家寨人的新家
园。

厉月钦说，2017 年，村里搞了新农
村建设，厉家寨村彻底改变了面貌。

2019 年 11 月，高铁开进了沂蒙山，
“厉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一个用村
庄命名的高铁站。

厉明聪说，如今搭上高铁快运，当
天下午采摘的樱桃，第二天就能送到
沿线城市，再也不用为樱桃的销路发
愁了。

厉家寨人也开始在樱桃科研上做
文章。合作社投资建起了厉家寨樱桃
科技示范园和大樱桃种植加工工程研
究 中 心 ， 研 究 新 品 种 培 育 和 推 广 示
范。

合作社理事长滕厚玉不定期请来
国内专家，给大家讲授引种、育苗、推
广，新品种开始不断扩展。同时注册
原产地商标，统一使用。

果品深加工已经起步。樱桃酒、
樱桃果汁、樱桃果脯等樱桃深加工及
其创新产品，已经走入市场。

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搞起了高铁采
摘游。“我们的客人当天从济南过来，
采摘完樱桃，当天就能回去，还有很多
人慕名来旅游。”厉明聪说。

直播电商也助力沂蒙山区增收致
富。2019 年，“厉家寨樱桃”线上线下
共销售 600 多万公斤，销售收入 2.4 亿
元。去年的樱桃节上，厉家寨村还请
了网红带货，不少村民在短视频平台
直播樱桃采摘，一箱箱大樱桃乘着“复
兴号”运向全国各地。

24 日下午，在距离厉家寨村不远
的临港经济开发区办公楼上，“80 后”
回 乡 创 业 人 员 厉 海 金 接 到 了 短 信 通
知：他注册的厉家寨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审批通过。在未来，他计
划挖掘家乡的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更
多的乡亲致富。

（新华社济南电）

樱 桃 红 了 ，高 铁 通 了
——那个毛主席“点赞”过的村庄

新华社记者 栗建昌 杨 文 张力元

跨越半个多世纪，焦裕禄当年种下的“焦桐”依然枝繁叶茂（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焦裕禄在泡桐前的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刘俊生 摄）

3月 2日拍摄的兰考县展览馆（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郝 源 摄

游客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坪上镇的大棚樱桃园里采摘樱桃（3 月 24 日
摄） 新华社发（孙运亮 摄）

这是 3 月 24 日拍摄的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坪上镇历家寨村新社区（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发（孙运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