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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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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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电）
图① 焦裕禄在泡桐前的留影

（资料照片）。

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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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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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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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桐成雨，此水此山此地
新华社记者 王 丁 双 瑞 翟 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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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 彭
韵佳）据国家卫健委 1日消息，2020年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3.15%，比
2019年提升 3.98个百分点，增长幅度
为历年最大。

2020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
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8.08%，农
村居民为20.02%，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

民。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9.06%，中部地区为21.01%，西部地区
为16.72%，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
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此外，本次监测结果还呈现出男女
差别不大；年轻人高于老年人；文化程度
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等特点。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

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健康素养分为
3个方面，包括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
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
能素养。监测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基
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 37.15%，健
康 生 活 方 式 与 行 为 素 养 水 平 为
26.44% ，基 本 技 能 素 养 水 平 为
23.12%。

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居民6类健康
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
急救素养 55.23%、科学健康观素养
50.48%、健康信息素养35.93%、传染病
防治素养 26.77%、慢性病防治素养
26.73%和基本医疗素养 23.44%，均有
提升。其中，传染病防治素养增幅最大，
较2019年提升7.56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国家迅速建立各级疫情信息发
布机制，及时解读防控政策，大力开展
健康科普。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疫
情防控知识和技能，践行少聚集、戴口
罩、测体温、保持社交距离等疫情防控
措施，有力推动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

增幅最大！
2020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3.15%

清 明 将 至
缅 怀 先 烈

▲4月 1日，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小学学生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向左权将军墓献花。

清明节前夕，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

小学组织师生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祭奠烈

士、缅怀先烈。

▼4 月 1 日，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邯郸市

邯山区农林路小学学生向烈士公墓献花。

新华社记者 王 晓 摄

2012年以来
我国有514.05万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记者
余俊杰）记者 31 日从教育部获悉，
2012年以来，我国累计有 514.05万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数以
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

生，高等教育向贫困生倾斜促进了社
会的向上流动。

以“教育：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为主题的教育扶贫国际研讨会31日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探讨教育

与减贫的关系，分享我国教育扶贫的
成功实践与经验做法。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致辞中
说，普及有质量的教育是消除贫困的
关键基础。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重要内
容之一就是将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田学军表示，我国实施教育精准
帮扶，大力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构建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广泛动员高等学校和职业
院校实施产业扶贫，帮助众多贫困
乡村走上致富道路，提前 10 年实现
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
贫目标。

纵横凌云笔，燕赵涌春潮。在雄
安新区 1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6万
建设大军正奏响开创历史、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澎湃乐章。

自 2017年 4月 1日雄安新区设立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河北省委、
省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方凝智
聚力、不舍昼夜，共建这座承载千年大
计的“未来之城”。

站在“十四五”开局的新起点，这
里大规模建设正全面提速，120多个重
大项目同步推进，为有序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一项项志在“筑巢引
凤”的体制机制创新正陆续展开，以确
保各类人才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抓住“牛鼻子”，构筑新优势——
加快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是设立雄
安新区的初衷。

4年来，这里高起点、高标准编制
了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和
一些重要基础性工作基本完成，为雄
安新区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雄安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
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年，建设者们决
心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加快构
建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格局。

容东片区规划用地面积约 12.7平
方公里。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
容东项目部负责人穆飞说，这里共有
近千栋单体建筑，规划入住人口约 17
万人，计划6月底交付使用。不久的将
来，居民步行 3公里可进森林、1公里
进林带、300米进公园。

该片区内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包
括酒店、专家公寓、商业、会议展览、科
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等。预计从今年
年中开始各业态陆续投入使用，将有
力补充雄安新区急需的各项商务服务
配套功能。

在雄安新区主城区的核心区——
规划面积 38平方公里的启动区，地下
管廊与地上交通路网、基础设施正同
步规划、分步实施。

千年大计，交通先行。京雄城际

铁路去年底全线开通运营，让北京与
雄安两地通勤更加便捷。今年5月，连
通京、津、雄三地的京雄高速、荣乌高
速新线、京德高速一期3条高速也将全
部建成通车。

生态是雄安新区的显著底色。雄
安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说，4年
来，新区蓝绿本底基本形成：白洋淀湖
心区水质提升至 IV类，达到近10年最
好水平，淀面已恢复至 290 平方公
里。千年秀林和雄安郊野公园建设累
计 植 树 41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0%。

家乡变富变美的速度越来越快，
村民不仅有了休闲健身打卡地，还当
上了护林员，增加了收入。在千年秀
林护林巡逻的容城县村民王志说，他
已经当了 3 年护林员，眼看着环境美
了，空气好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才被
吸引来建设雄安。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动能——建
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
发展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雄安新区
的重大任务。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雄安
新区，正在加快实现“新形象、新功能、
新产业、新人才、新机制”发展目标，营
造一流的发展空间。

“虽然是按政策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但不能等、靠、要，要主动迎上去
服好务，让更多的人才成为雄安的新
主人。”雄安新区干部们这样表示。

在人力资源全国乃至全球流动的
大背景下，雄安新区有哪些优势？新
区党群工作部唐普亮介绍，一靠事业
和平台。选择雄安就是选择亲自参与
建设一座城，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有
无限可能。二靠政策和待遇。建立包
括教育、医疗、住房、税收奖励等在内
的“菜单式”人才待遇政策包，人才服
务更加精准。

雄安新区还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管
理办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和
个人月最高缴存基数暂参考北京市标
准执行。

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
源头活水。记者在新区采访听到不少

顺口溜：“事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
请放心”“不做‘清谈客’，不当‘官老
爷’”“零跑腿、不见面、秒批即办”……
各级干部以实际行动擦亮“雄安服务”
品牌。

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这里推行
的“一枚印章管到底”做法受到企业好
评。北京京冀中安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存印说，通过“绿色通道”用不到一天
时间就完成新公司的注册，拿到了营
业执照。

根据雄安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
工作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各基层单位纷纷成立“马上办”办公
室，为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保姆式”
服务。

雄县昝岗镇共推出 115 项“马上
办”服务，包括征迁安置、施工企业重
大项目落地等。“本以为要花一个上
午，结果15分钟就搞定了，回去就可以
开店了。”拿着刚到手的营业执照准备
开饭店的姚磊说。

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以制度创
新带动的科技创新，为雄安这座智能
城市插上腾飞的翅膀。在这里，区块
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
术找到更多更好的应用场景。

在雄安智绘未来科技园，数字交
通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无人驾驶
车的车路协同系统进行测试。该实验
室成立短短4个月，已聚集来自中国移
动、北邮、清华等单位的研究人才，30
余家知名智能化设备制造商也纷纷落
户智绘未来科技园，一条产学研的完
整链条逐步清晰。

雄安，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域实
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的城
市，第一个全域按照绿色标准建设的
城市，第一个全域按照智能交通布局
的城市，第一个全域按照全生命周期
理念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城市。

奋进新时代，筑梦雄安城——让奋
斗者在新区建设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雄安是一座朝气蓬勃的新城，奋
斗是其独特的气质。

2018 年 6月，雄安优易数据有限
公司成立，是北京最早一批在雄安设

立公司的高科技创新企业。进驻雄安
以来，该公司积极投身雄安数字城市
建设。

雄安优易数据有限公司咨询总监
李辉说，围绕新区建设需求，公司积极
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芯片等前沿技
术，打造雄安新区城市数据平台，2018
年公司被河北省科技厅认定为“河北
省国际科技合作示范企业”。

如今的雄安，聚集着一群来自五
湖四海的“追梦人”。“我就是奔着雄安
新区来的！”2019年 7月，“90后”北京
大学毕业生宋瑞雪通过选调生考试来
到雄安新区。

目前任雄县昝岗镇副镇长的宋瑞
雪说：“在雄安，我补上了基层治理这
门必修课，近两年的基层磨砺，学到了
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作为新时
代青年人，我愿意投身到新区建设中
来，与这个年轻城市共同成长。”

面对上百万的当地百姓，雄安
新区努力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
新县征迁办主任王会发表示，当地
成立“征迁群众之家”，每户征迁群
众从周转过渡、签约、回迁、子女上
学等各个环节都有两名征迁队员全
过程包联。

今年 3月初，雄安新区启动“春风
行动”网络招聘会，并特别设置征迁群
众招聘专区。进一步加强人岗匹配的
精准服务，根据求职者的特点和需求，
提供至少 1 次就业指导、1 个培训项
目、3个岗位信息。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解除人们的
后顾之忧。2019 年 9 月，北京市支
持 雄 安 新 区 建 设 幼 儿 园、小 学、中
学、医院的“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
正式开工。如今，北海幼儿园雄安
园区进入竣工收尾阶段；史家胡同
小学雄安校区和北京四中雄安校区
项目全面进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
雄安宣武医院项目已开展主体结构
施工。

风正帆悬正可期，勇立潮头唱大
风。雄安是一个让梦想起航的地方，
一个日新月异的雄安正向我们走来。
（新华社石家庄 3月 31日电 记者 王
文华 张 涛 曹国厂 高 博 秦 婧 杜
一方）

按下“快进键”，“未来之城”日新月异
——写在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全面提速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