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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能 战 斗 无 往 而 不 胜
短 评

“您好，秸秆焚烧后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影响飞机飞行，同
时还容易引发火灾等，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请您不要焚烧秸秆。”6月 2日，定陶区
冉堌镇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向正在干农活的群众详尽讲解关于秸秆禁烧的政策
和焚烧秸秆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了广大群众参与秸秆禁烧的自觉性，村民们纷纷
表示不烧秸秆，采取现代手段综合利用秸秆。 通讯员 戴冰玉 记者 刘卫国 摄

在单县莱河镇崔口行政村，有位名叫
刘云霞的中年妇女，她既要照顾因车祸成
为植物人的丈夫，又要供养三个孩子上
学。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丈夫能生活自
理，两个孩子也都考上大学。这位普通的
农村妇女，用一颗淳朴的爱心，谱写了一
曲人间至真至美的赞歌。

2005年 8月，刘云霞的丈夫霍绪强，
被突如其来的汽车撞成了植物人。刘云
霞知道后，仿佛天塌了下来，家里唯一的
顶梁柱倒了，她既要给丈夫治病，又要供
养三个孩子上学，这个家怎么过呢？有好
心人劝她，别让孩子上学了，这样能减轻
家里的负担。刘云霞咬着牙流着泪说：

“再苦也要让孩子们上学，不能耽误他们
一辈子。”从小性格坚强的她没有沉浸在
悲痛之中，而是积极想办法，让丈夫尽快
醒过来。为此，她跑过多家医院寻求治疗
办法，最后医院让她拉回家做康复。从
此，丈夫吃饭要有人喂，大小便需要有人
帮。为了不让丈夫身上出现脓疮，每隔两
小时她都要帮丈夫翻翻身，并擦洗一番。
每天她除了给丈夫喂饭，还要为其做康
复。为了掌握康复知识，她买了好几本康
复方面的书籍，利用晚上学习康复知识。
现在，她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康复技术了。
为了使丈夫的卧室没有异味，每天不管有

多忙，她都要把丈夫的衣服、床上的褥子
洗得干干净净。农忙时节，她只好抽空到
地里干点活。为了给丈夫补充营养，她想
方设法给丈夫调剂生活。知道丈夫爱吃
水饺，每天晚上她都要挤些时间在灯下给
丈夫包水饺。为了愉悦丈夫的心情，每天
她除了给丈夫做康复外，还要给丈夫讲故
事、听音乐。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丈夫的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16年来的精心照料，真情感动了
苍天，现在她的丈夫能自己走路，生活能
自理了。

既要照料躺在床的丈夫，又要管理责
任田，还要供养三个孩子上学。刘云霞肩
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起初她心里清
楚，丈夫出事对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很
大的打击，如果自己不撑起这个家，很难
想象丈夫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怎样，为了
这个家她咬牙挺着。

而今，她的三个孩子已有两个孩子考
上大学，并且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丈夫生
活也能自理了，她的心情比前几年好多
了。村里有人说：“是她的真情感动了苍
天，才使她的丈夫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她
微笑着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想办
法救治，丈夫是家里的主心骨，有丈夫就
有这个家。” 通讯员 霍保国

刘 云 霞 ：用 爱 撑 起 一 个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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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黄瓜正绿时，硕果累累庆丰收。6月 1日 5时
许，郓城县侯咽集镇八里湾村村民于忠瑞就来到自家
黄瓜大棚内开始了劳作。“趁着天凉快，把成熟的黄瓜
摘下来，今天估计能收获 1000多斤！”于忠瑞欣喜地
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从 2月底到 7月份，预计自
家 10多亩大棚黄瓜能收入 10多万元。

八里湾村是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业村。“在我
们村，比于忠瑞大棚多、收入高的村民还有许多户。
近年来，我们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动，已发
展社员 302人，建成共占地 1600余亩的日光温室、连
体拱棚、大小拱棚共 700余座，黄瓜等蔬菜远销 10多
个周边市县，蔬菜旺季日成交量达到 10万斤以上。”八
里湾村党支部书记于加征说，通过种植黄瓜，村民们
的腰包鼓了起来。

八里湾村人能富起来，得益于他们敢打敢拼、勇
于吃螃蟹的精神。1983年，谭月建第一个种下了半亩
黄瓜。“早种了半个多月，为了防止霜冻，每晚都用自

制的泥碗把每一棵幼苗都盖上，还用玉米秆为它们挡
风。为了防治霜霉病，不知跑了多少趟县农业局请教
农业专家，还买了许多蔬菜方面的书籍研究。”谭月建
说，当时没有大棚技术，为了让自己的黄瓜早上市，他
想尽了一切办法，“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一算账，收入
是种麦子的 10倍！”

真金白银最有说服力，有了谭月建的成功经验，
第二年，好几户人家开始效仿，第三年，八里湾村人开
始种植小拱棚黄瓜……从最早的自制“泥碗”防寒，到
目前建成日光温室、大小拱棚 700余个，年产新鲜蔬菜
约 1.5万吨，八里湾村靠一根小黄瓜走上了致富路。

成功的道路没有坦途。“以前，我们种菜都是全家
齐上阵，费时费力，挣钱有限，为啥？浇菜只能用压水
井，卖菜只能骑着自行车四处吆喝。一到阴雨天，道
路泥泞，时常发生菜烂在地里拉不出来的情况。遇到
孬行情，成堆成堆的菜扔在沟里没人要。”于加征说，
如何让种菜既省力又挣钱？菜农们没少聚在一起研

究。从早期的压水井人工取水灌溉到目前的机械全
自动灌溉，八里湾村村民一点点积累经验；从互相压
价残酷竞争，到 2007年成立郓城县富民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始抱起团来闯市场，再到 2015年成立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八里湾村人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发
展的路子。

目前，八里湾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了规
模化种植，统一管理，不仅使群众得到了实际的好处，
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2015年以来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达到 84万元，用于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了人居
环境，提高了村民幸福指数。

在八里湾村的影响下，周边 1500多户村民纷纷
效仿，调整土地、建大棚、种蔬菜。接下来，八里湾村
将按照现代农业标准要求，进一步提升示范园建设标
准和产品质量，按照绿色认证标准要求规范生产管
理，努力创建绿色蔬菜基地，做强做大“八里湾”蔬菜
品牌。 文/图 记者 仝志华

“打倒帝国主义！”“全国工人大团结万
岁！……”身着下井工作服的游客与工人
们一起高举旗帜、振臂高呼。这是河南省
焦作市景区日常上演的以焦作煤矿工人大
罢工历史事件为源头创作的《井口怒吼》情
景剧的一幕。

《井口怒吼》情景剧演出的场地——
“西大井 1919”文旅景区的前身是有着 120
多年开采历史的王封矿，是 96年前焦作煤
矿工人为声援“五卅运动”发起大罢工的地
方，是焦作“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源地。

铭 记

焦作，古称山阳，坐落在黄河北岸、太
行南麓，因煤炭储量丰富而饮誉海内外，被
人们称为“煤城”。

早在 1918年 3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的先驱李大钊等人曾到焦作煤矿进行过社
会考察。从 1921年到 1925年，中共中央先
后委派共产党员童昌荣、刘昌炎、王仲一、
罗思危等，来焦作建立党组织，在煤矿成立
工会，开办工人夜校。如今，王封“西大井
1919”文旅景区的《工人夜校》同《井口怒
吼》一样日常上演，再现当年教育工人、发
动工人的情景。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焦作
煤矿爆发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大罢
工，11000名煤矿工人坚持罢工斗争 8个多
月并取得胜利。这是当时罢工时间最长，
工人零牺牲，最终取得胜利的成功范例。

1925年 12月 1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分析工人
阶级状况时列举了焦作煤矿等处的罢工，
毛泽东认为：“他们特别能战斗。”从此，“特
别能战斗”的精神就成为焦作人民的精神
财富，成为焦作整座城市的红色基因。

从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大罢工到抗战时
期的千里大迁徙，从道清铁路游击队到解
放战争时期的备战上山，争取人民解放。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焦作人民
始终发扬“特别能战斗”精神，坚定不移跟
党走，也赓续着焦作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

感 恩

焦作因煤而兴，因煤而城。
伴着新中国诞生的礼炮，焦作人民以

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把千疮百孔的矿
山改造成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1950 年到 1980 年 30 年间，焦作小马
村矿、朱村矿、中马村矿、焦东矿等 8对新矿

井先后建成，生产煤炭近 2亿吨，连续创造
出煤炭领域安全生产、成本、效率等多个全
国第一。特别是在 1961年，焦作原煤年产
量达 690万吨，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高纪
录，成为全国煤炭工业的一面红旗。

——焦作在全国第一家把无烟块煤引
入到化工领域，开辟化肥生产新途径，缓解
了农业肥料短缺的局面。

——焦作创建了全国第一座无烟煤选
煤厂，将洗末煤运用到冶金行业的高炉喷
吹，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焦作在全国首次将无烟洗末煤应
用于冶金行业矿粉烧结，提升高炉利用系
数，有效做到了节能减排……

这一时期，焦作为中国煤炭工业建设
输送了大批优秀人员，煤矿基本建设等 30
多项先进技术在全国推广，为推动煤矿开
采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也进一
步丰富了“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内涵。

升 华

焦作也曾因煤而困。
“九五”计划以来，随着矿产资源日益

枯竭，资源型企业效益逐步下滑。
从 1999年开始，焦作市委、市政府以

“第三次创业”为标志，强力推进城市经济
战略性转型。

2008年以来，作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
城市，焦作成功实现了由“黑色印象”到“绿
色主题”的转变。在 2018年全国 69个资源
枯竭城市转型年度考核评价中，焦作位居
第 2名，受到国务院“真抓实干、成效明显”
激励政策表彰。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8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焦作综合经济
竞争力排名全国第 76位。《河南社会治理发
展报告（2019）》显示，焦作城市宜居和获得
感指数均居全省第一。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这期
间，焦作人民在建设南水北调世纪工程中，
还铸就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情系群众、
务实为民，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众志成城、
克难攻坚”的南水北调焦作精神。

今日焦作，全市生产总值居全省第 5
位，进出口总额长期居全省前 3位，去年全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省第 3位。全
市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
国卫生城市等称号，迈进新时代！

焦作日报记者 郭树勋

从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到投身民族解
放的洪流；从建设新中国，到奋进新时代，

“特别能战斗”精神，赋予了焦作人干事创
业的精气魂！

“特别能战斗”，既是精神状态、工作
作风，更是意志品质、理想信念。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我们更要让这种精气
魂赓续传承，发扬光大，激励焦作人民敢
于担当、激情奋斗，不断书写新时代的出
彩新华章。

我们坚信，只要信仰坚如磐，定能无
往而不胜！ 聂 楠

““世界太极城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地中原养生地”” 焦作日报记者焦作日报记者 赵耀东赵耀东 摄摄

焦作焦作““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战斗””精神发源地精神发源地———王封矿西大井—王封矿西大井 焦作日报记者焦作日报记者 赵耀东赵耀东 摄摄

设施农业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郓城县侯咽集镇八里湾村：

村村““两委两委””商讨村庄发展商讨村庄发展

现代化大棚现代化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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