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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春风十里的季节。
50多年前，魏夺彬在河南兰考东坝头乡张庄村外，悲怆地看着被风沙刮过露出的父母亲的棺材，春风一到，庄稼全毁，移
动的沙丘就要了兰考的命。
在这里，魏夺彬从远处崖边挖来胶泥盖严坟头，巧遇查看风口的焦裕禄，这便有了兰考“扎针贴膏药”治理沙丘的良方。
50年后，魏夺彬的儿子魏振忠背靠着一棵刺槐，悠然抽上了一根烟，背后就是爷爷奶奶和父亲魏夺彬的坟，他与郑州晚
报记者聊起兰考这几十年的沧海桑田。
今天的这里，已经成了著名的“焦林”，春风和煦，树木苍翠，远处是千顷良田。
总书记两度来兰考，栽下焦桐，仰望焦桐，兰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百姓的幸福安康，都被总书记放在心中。郑州晚报
记者 张新彬 辛晓青 邢进/文 廖谦 张翼飞/图

5年前，总书记栽下的
那棵泡桐已长成大树
8天前，他再次来到这棵树前仰望
追思焦裕禄精神

“扎针贴膏药”的“扎针”，用
的是刺槐。张庄村的老人告诉
郑州晚报记者，“刺槐根系发达，
不高，一‘扑棱’，治沙时栽得密
密匝匝，风吹不住地，沙丘固定
住了，土质慢慢就好了”。可为
什 么 后 来 是 刺 槐 成 了 泡 桐 ？
1963年春天，焦裕禄在这儿种下
一棵泡桐。

“土壤好了，能种庄稼了，刺
槐根系横向发散影响庄稼，而且
刺槐长得慢，不经济，当时焦书记
就选了泡桐。”这位老人讲述道。

泡桐根系向下，最深可达18
米，不仅不同庄稼争地力，还能
改善农田小气候，防止干热风，
有利于粮食增产，兰考县农林局
的张辅京说。

在焦裕禄的倡导下，“扎针贴
膏药”稳住沙丘改善了土质后，沙
土地变成良田，刺槐换成泡桐，这
就是兰考的“农桐间作”。而今的
兰考，在一块块绿色麦田中总有
一排排参天泡桐，当地人告诉郑
州晚报记者，兰考万亩耕地中近
一半都采用了“农桐间作”模式，
形成了林茂粮丰的格局。

焦桐成林
1/4兰考人
从事泡桐产业

“栽上树，岂不成了一片好
绿林”，“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
兰考人都记得焦裕禄的话。

从刺槐到泡桐，从泡桐到
焦桐，又从焦桐到焦林。1963
年，焦裕禄栽下的泡桐，如今已
是兰考一景，多少兰考人将这
棵泡桐树视为精神圣地，而泡
桐也被人称为焦桐。

如今，焦桐成林，不但是遮
风挡沙的“保护伞”，还成为兰
考人民的“绿色银行”，从上世
纪70年代末开始，当地群众利
用泡桐开展木材加工。目前，
整个兰考县有 1/4 的人从事泡
桐相关产业，乐器产品出口世
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9 年 4 月，总书记在兰
考调研期间，亲手在田里种下
一棵焦桐。今年春天，调研期
间，总书记又特意来到 5 年前
栽下的那棵焦桐前，仰望焦桐
的挺拔身姿、追思生生不息的
焦裕禄精神。

睹物思人。在每一次煦暖
春风吹过，每一棵焦桐沙沙长
着新叶，酿着开花时，多少兰考
人看着、听着、想着，焦裕禄赶
走了风沙，总书记带来了春天。

从一棵树，到一种精神，这
其中的变迁，是为官一时、为民
一世的公仆心。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
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
叶总关情。”

从刺槐到泡桐 形成兰考林茂粮丰的格局

昨日上午，郑州市地税局
一行近百人，先来到兰考的焦
裕禄陵前，缅怀先烈伟绩。之
后，到焦裕禄纪念馆了解焦裕
禄感人事迹，并在焦桐树下学

习焦裕禄的工作方法和领导
艺术。

下午，郑州市地税局的学
员们走进焦裕禄干部学院，观
看专题访谈片《我眼中的焦裕

禄》，并聆听学院教师现场介
绍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通
过这次学习，全面了解了焦裕
禄的事迹和精神，我觉得太感
动了，也深受教育，我将会总

结此次学习的经验感受，将焦
裕禄精神融入我的工作中。”
市地税局一位学员说。
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通讯员 雷琨

“焦桐”树下开展教育活动
“将焦裕禄精神融入自己工作中”

自西向东流经河南全境的
黄河，在兰考的东坝头乡90度急
转弯向北，画出入海前的最后一
个惊叹号。人们曾形象比喻，洪
水来时，兰考是“一只托住黄河的
袋子”，也正是历史上黄河一次次
的泛滥，改变了兰考的土质。

魏振忠与郑州晚报记者席
地而坐的张庄村口，就是当年兰
考最大的风口。

“从雷集到朱庵村 4 公里的
风口，一到春天沙丘都是长着腿

儿的啊，一夜过去，彭庄村都淹
没了。”1962年的春天，魏振忠的
父亲魏夺彬在张庄村口，给父母
添坟，“风一刮棺材都露出来
了。”魏振忠说，父亲从远处挖来
红胶泥在坟头盖了厚厚一层，正
巧遇到考察大风口的兰考县委
书记焦裕禄。

“老乡，挡事不挡事啊？”“可
中，你看风不是刮不起来了。”

魏夺彬盖坟的举动启发了
焦裕禄，于是整个兰考掀起了

翻淤盖沙的热潮，然后栽上根
系繁茂植株矮壮的刺槐，这就
是焦裕禄所创“扎针贴膏药”的
治沙丘良方。

当年的大风口而今变成了
良田，只留下这一小片刺槐林陪
伴着焦裕禄的雕塑，成为兰考永
久的记忆。

魏振忠再也不用像父亲那
样，每到春天就来盖坟，他只是
静静靠着坟前的刺槐坐着，迎着
煦暖的春风悠然抽着烟。

“扎针贴膏药”当年的大风口而今变良田

魏振忠指着那片焦林诉说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