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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在１９６６”：宣传学习情境的历史解读
———以《人民日报》《开封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张 群 梅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从中央与地方两层面对中国１９６６年所开展的焦裕禄宣传学习活动进行考察，可以
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一幅整体映像。１９６６年的焦裕禄宣传学习，其行为的发生是个体意愿
期待与政府意志表达相融合的结果；活动的推进是中央号召、地方行动和民众实践的有机统一；方
式的选择是包括主流与非主流在内的多媒介综合运用；效果的显现则是焦裕禄事迹真切性与多种
宣传方式有效性的共同累积。以上四方面的互动与叠加，构成了焦裕禄宣传学习的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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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英雄模范大公无私、英勇无畏的精神去鼓

励民众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一直是我党在新中国成

立后树立榜样或典型的最终目的，而通过各种媒介

对英雄模范进行宣传学习则是树立榜样或典型所常

用的手段。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７年，是英雄模范不断

涌现的年代，也是宣传学习英雄模范的年代。特别

是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对英雄模范的宣传学习进

入了一个高潮，先后出现了雷锋、欧阳海、王杰、王进

喜、麦贤得、焦裕禄等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在这

些人物宣传中，焦裕禄因其身份与事迹的特殊性而

具有持续时间长、宣传时段集中、宣传阵容强大、宣

传效果显 著 等 特 点。对 焦 裕 禄 全 国 范 围 的 宣 传 学

习，自１９６６年 开 始 一 直 持 续 到 当 前，其 中，以１９６６
年的宣传学习最为集中，之后的宣传虽根据时代的

需要有所取舍，但大都存在着１９６６年的历史印痕。

综观学界对１９６６年焦裕禄宣传学习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焦裕禄事迹的发现过程、焦裕禄精神的宏

观描述及中央层面的宣传学习等，对具体的包括地

方在内的宣传学习过程及其效果则很少涉及。１９６６
年对焦裕禄的宣传学习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中

央与地方的互动贯穿着宣传学习的整个过程，地方

实践是宣传学习的中心环节与目标指向。由于焦裕

禄生前曾为兰考县委书记，对他的宣传学习，开封地

区更具现实性和典型性，也更能显示当时的宣传状

况及其影响。所以研究１９６６年对焦裕禄的宣传学

习，除了中央层面和省级层面之外，开封地区也应是

考察的重点。为了对１９６６年所发生的焦裕禄宣传

学习情境有一个整体把握，本文以《人民日报》《开封

日报》为 主 要 资 料 依 据，①以 传 播 学 家 拉 斯 韦 尔 的

“５Ｗ”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
得什么效果）为分析框架，来具体解读焦裕禄宣传学

习活动的主体、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

一、焦裕禄宣传学习活动的主体构成

传播主体作为传播行为的发起者或主导者，决

定着传播行 为 的 进 行 与 否、进 行 程 度 及 价 值 取 向。
焦裕禄自１９６２年１２月来到河南开封的兰考县担任

县委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４日 因 病 去 世。而 对 焦 裕

禄的全国性宣传学习则始于１９６６年的２月７日，从
时间间隔的长时性及新闻的时效性来看，在举国兴

起的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之前，活动发起者的作

用异常重要。通过历史考察，焦裕禄宣传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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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地方进行考察，《河南日报》本 应 属 于 主 要 资 料 来 源，但《河 南

日报》作为省报具有对上承接 中 央、对 下 统 领 地 方 的 特 点，许 多

内容与《人民日报》《开封日报》有 相 同、相 似 之 处，为 避 免 重 复，

故不做主要资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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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起，经历了从个体意愿期待到政府意志表达的

过程，是多主体共同行动的结果。
（一）个体层面的宣传意愿期待
从个体角度的传播者来讲，期待并参与焦裕禄

形象塑造与宣传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张钦礼、刘俊

生、周原、穆青等。在焦裕禄去世的几天后，时任兰

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在５月下旬全省沙区造林会

议上作了发 言，其 中 讲 道：“焦 裕 禄 活 着 的 时 候，除

‘三害’很有成绩；临终还念念不忘根治‘三害’，死后

要求组织上把他送回兰考，埋在沙滩上，要看着兰考

人民把沙丘治好。”①这段感人的话语打动了主持会

议的副省长王维群，他高度评价了焦裕禄并提出要

向焦裕禄学习。在这次造林会议结束后不久，河南

省委便做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１９６４年９月，
时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的张应先，在带领两名

记者深入兰考进行十多天的调查后，有关焦裕禄事

迹的通讯 便 被 刊 出。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人 民 日

报》在第二版的左下角刊发了张应先等人写的２０００
余字的通讯，以《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
为主 标 题，这 是 最 早 报 道 焦 裕 禄 的 文 章；１１月２２
日，《河南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该报道，同时

配发社论 《学 习 焦 裕 禄 同 志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革 命 精

神》。之后，《河南日报》设置了专栏《学习焦裕禄同

志为 人 民 服 务 的 革 命 精 神》，共 刊 出４期，②并 于

１９６５年１月７日刊出长篇通讯《焦裕 禄 同 志，兰 考

人民怀念你！》，以宣告此项活动结束。总的来说，这
一时期，《人民日报》与《河南日报》对焦裕禄的宣传

在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许多人对焦裕禄是

陌生的。
真正推动焦裕禄的宣传走向全国的个体传播者

当属穆青等人。一个历史的偶然，新华社河南分社

记者周原带着穆青交给他的“豫东地区在三年困难

时期是如何摆脱穷困的”采访任务，坐上了开往兰考

的列车。时任兰考县委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说的“兰

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俺们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

了”这句话感动了周原，③也感动了新华通讯社副社

长穆 青。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７日，穆 青 与 周 原、冯 健 等

四位记者来到兰考，倾听了刘俊生对焦裕禄事迹的

讲述：大雪封门时的访贫问苦；救灾时舍不得吃群众

一口饭，喝群众一杯水；抱病查风口、带头蹚着齐腰

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死后兰考几十万老百姓自

发地给焦裕禄烧纸哭坟。④ 流着眼泪的穆青决定改

变原来采访灾区的计划，重新报道焦裕禄。在穆青、
周原、冯健的共同努力下，一篇影响全国、感动全国

人民的１．３万字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诞生了，并通过电讯、广播和报纸发向全国。
（二）政府层面的宣传意志表达
从政府角度来讲，认同对焦裕禄事迹进行宣传

和学习 并 主 导 此 项 活 动 的 首 先 是 中 央 政 府。１９６６
年２月６日，新华通讯社将穆青等人的通讯《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 禄》电 传 全 国；２月７日，中 央 人

民广播电台 将 此 文 全 国 播 音；同 样 是 在２月７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此文，并同时发表了一篇

社论《向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好 学 生———焦 裕 禄 同 志 学

习》，从而引发了全国规模的、为时１个多月的集中

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活动，焦裕禄的名字开始家喻户

晓。⑤ 新华社、中 央 人 民 广 播 电 台、《人 民 日 报》等，
均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意志，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同

意，是不可能对焦裕禄事迹做出大规模的宣传并号

召各级政府、各级干部乃至全国人民都来学习焦裕

禄的。当穆青将写好的稿子交给时任新华社社长吴

冷西时，吴冷西看后很满意，但由于文中涉及的灾荒

问题和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吴冷西难以决断，最后

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拍板

决定刊发。而之后的全国性转发、号召及毛泽东接

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等，都为焦裕禄的宣传学习

提供了党和国家的意志权威。

焦裕禄是河南开封兰考县的县委书记，河南省

委与开封地委（当时是开封地区）的态度怎样，也同

样决定着焦裕禄事迹的宣传学习程度。由于焦裕禄

生前一直嘱托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写自己，要写兰考

群众的斗志，所以在焦裕禄刚去世的一段时间内，并
没有出现对他的宣传学习行为，当时的省委和地委

也并不了解焦裕禄。但是当河南省委知道焦裕禄的

事迹后，对焦裕禄事迹的宣传学习一直持肯定态度，

这才有了《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有关焦裕禄的新

闻通讯，也才有了《河南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５
年１月期间对焦裕禄的宣传专栏。尽管这时焦裕禄

的名字还没有走向全国，但在河南许多干部心中，他
们都认识了焦裕禄。直接管辖兰考县的开封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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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章：《焦 裕 禄 从“榜 样”到“精 神”的 升 华》，《北 京 青 年 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三害”为水涝、风沙和盐碱三种自然灾害。
《河南日报》，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的１日第２版、５日第２版、２２日第２
版和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３日的第２版。

孟兰英：《“县委书记 焦 裕 禄”被 树 为 典 型 始 末》，《党 史 文 苑》，

２０１４年第１３期。

吕传彬：《是谁发现了焦裕禄》，《文史博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据查，宣传学习活动持续的 时 间，《人 民 日 报》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
日至３月２３日，《河南日报》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至４月２４日，
《开封日报》从１９６６年２月８日 至４月２１日，但 相 对 集 中 的 宣

传学习时期都为１个多月。



在宣传焦裕禄这件事情上，领导之间有分歧意见，比
如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怕宣传焦裕禄之后，兰考的

落后面貌被 国 人 尽 知，怕 被 认 为 是“给 社 会 主 义 抹

黑”，但当时 有 地 委 书 记 张 申 和 副 书 记 延 新 文 的 支

持，以及许多干部的认同，才有了对新华社的要求做

到有求必应，也才有后来出现的开封与中央、河南省

委遥相呼应的大规模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活动。① 正

是在个体意愿期待与政府意志表达的融合中，焦裕

禄的英雄形象通过各种话语符号走向全国，成为人

们宣传和学习的榜样。

二、焦裕禄宣传学习活动的主要内容

根据《人民日报》《开封日报》的记载，当时宣传

学习焦裕禄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焦裕

禄事迹的宣传，二是对焦裕禄精神的学习，二者相互

印证，共同承续着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整个过程。
（一）对焦裕禄事迹的宣传
对焦裕禄事迹的宣传，主要包括对其事迹的官

方介绍，朋友、同 事 和 家 人 的 回 忆 以 及 兰 考 的 变 化

等。１９６６年２月６日新华社的电讯、２月７日中央

广播电台的播音以及《人民日报》的刊文，凡是宣传

焦裕禄的，都出自同一篇文章，即穆青等人写的《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而这篇文章正是通过散

文笔法用感人的语言介绍了焦裕禄的光辉事迹，成

为官方宣传焦裕禄的样本。文章先描述了焦裕禄在

兰考极其困难的时候来到了兰考，然后用八个醒目

的小标题分别描述了焦裕禄来到兰考后所做的事及

其影响，即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吃别

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群众最

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县委书记

要善于当“班长”；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活着没治好沙丘，死后也要埋在沙堆上；他没

有死，他还活着。正是通过这些描述，一个实实在在

的焦裕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下定决心带领领

导班子解决兰考的“三害”问题、组织人员进行实地

调查研究、召 开 大 会 树 立 典 型 以 增 加 群 众 制 服“三

害”的信心、做群众的主心骨和班子的领头人、带病

工作的大公无私精神以及他去世后作为榜样所散发

出的无穷力量等。这些事迹构成了宣传焦裕禄的主

题，而事迹所表现出的精神则构成了学习焦裕禄的

主线。
对焦裕禄事迹进行宣传的另一种方式是回忆，

可分为家人的回忆与同事、战友的回忆。家人中，主
要有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爱人徐俊雅及母亲李星

英的回忆。焦守凤在《忆爸爸，学爸爸》一文中讲述

了父亲对她们姐弟语重心长的教诲以及父亲在日常

生活中的不搞特殊、勤俭节约的行为等，突出了一个

对儿女既慈爱又严格要求的父亲形象。② 徐俊雅在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文中讲述了焦裕禄不怕困

难、以身作则、忠于党、忠于事业的工作作风和对孩

子严格要求 的 教 育 方 法。③ 李 星 英 在《感 谢 党 和 毛

主席对裕禄的教导》一文中讲述了儿子焦裕禄挂念

群众、关 心 群 众 及 注 重 孩 子 思 想 成 长 等 方 面 的 事

迹。④ 在回忆记 录 中，更 多 的 则 是 与 焦 裕 禄 并 肩 工

作过的同事和战友的回忆。由于焦裕禄是兰考县委

书记，所以 当 时 对 他 的 回 忆 更 多 的 展 现 在《开 封 日

报》上，《开 封 日 报》开 辟 了“回 忆 焦 裕 禄，学 习 焦 裕

禄”的专栏，并及时转载新华社发表的有关回忆焦裕

禄的文章。据统计，从１９６６年的２月１０日至４月３
日，《开封日报》共刊发了５１篇回忆焦裕禄的文章，

其中，２月 份 就 有４２篇，３月 份８篇，４月 份１篇。

焦裕禄的一生经历了多种岗位的工作，因此，这些回

忆文章的作者来自各个领域和各个地方：有工业、农
业，还有金融和人民武装；有地委、县委的领导干部，

还有与其接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有兰考的民众，还
有山东老家的亲人；有来自开封的，还有来自沈阳、

洛阳的。回忆的时间段一般从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

开始，一直到生病去世。回忆的内容涉及他的日常

生活、工作作风、学习态度及诸多作为一个好干部、

好党员、好同志、好学生的品格与精神。正是这些涓

涓细流最终汇集成一个全面而高大的焦裕禄形象。

除了官方介绍和回忆外，还有一种“兰考纪实”栏目，

从兰考发生的变化来介绍焦裕禄的事迹。除了少量

的兰考新貌、兰考见闻外，自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８日至３
月１６日，在近一个月内，《开封日报》共刊发了１０篇

有关兰考纪实的文章。从“泡桐栽满老韩陵”到“改

天换地秦寨人”“从革命的硬骨头（许贡庄）”到“张庄

英雄锁沙龙”、从“红旗飘飘”到“盐碱地上开银花”、

从“赵垜楼的干劲”到“盐碱窝里稻香飘”、从“积肥红

旗”到“老当益壮”，大量而集中的“兰考纪实”以今昔

对比的手法展现了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带领兰考

人民除“三害”斗争所取得的成绩，从而使焦裕禄的

事迹有了现实支持。
（二）对焦裕禄精神的学习

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人 民 日 报》在 刊 发《县 委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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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的同时，同时也发表了社

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由此拉开了大规模学习焦裕禄的序幕。对焦裕禄精

神的学习，可分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学习焦裕禄的

号召；二是各系统、各单位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三是

个体学习者的学习心得。从宏观的中央到中观的地

方再到微观的个体，从学习号召到付诸行动再到实

际践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逐步上升的学习态势。
对焦裕禄精神的学习首先来自于中央层面的学

习号召。据《人民日报》资料显示，在１９６６年２月７
日《人民日报》发 出 学 习 号 召 之 后，８日《解 放 军 报》
《工人日报》《大公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

各报刊都 刊 登 了 长 篇 通 讯 并 转 载 了《人 民 日 报》社

论，号召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和职工向毛主席的好学

生焦裕禄同 志 学 习。９日，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中共

中央中南局发出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向焦裕禄

同志学习。① １０日，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号召农业

战线广大党员、干部立即掀起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

热潮；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焦裕

禄同志，改造思想，改进工作。② １１日，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西南局、西北局

等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广大职工、团员学

习焦裕禄同志，要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联系思想、
联系工作，找出差距、改进工作、实现彻底革命化。③

１２日，中共中 央 工 业 交 通 政 治 部、华 北 局、东 北 局、
中南局和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干

部都要像焦裕禄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他为

榜样，对照自己，检查自己，促进革命化。④ １４日，中
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号召学习焦裕禄。⑤ 从以上可以

看出，中央层面的学习号召主要集中于开始宣传的

第一周，号召学习的内容主要以焦裕禄勤政爱民、无
私奉献的公仆精神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精

神为主，以此来激励各部门、各系统的党员和干部做

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学生。
自２月７日《人民日报》号召学习焦裕禄开始，

各省也都发出通知，要求党员干部以及广大群众学

习焦 裕 禄。据《人 民 日 报》资 料 显 示，２月８日，河

南、辽宁省委分别发出学习通知；⑥９日，北京市委与

河北、安徽、云南等省委分别发出学习通知；⑦１０日，
上海市委与山西、青海、湖北、黑龙江等省委发出学

习通知；⑧１１日，广东、湖南、江苏、江西、福建、四川、
陕西、甘肃、吉林等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分别发出学习通知，山东、山西、
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广东等省的县委领导干部

热烈地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⑨ 诸多报道，如“上

海人民满怀激情学习焦裕禄”“首都广泛开展学习焦

裕禄活动”“各中央局和许多省市以上党委和干部像

焦裕禄那样永远忠于人民”等都显示了各地在通知

下达后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学习焦裕禄的活动。瑏瑠

由于焦裕禄为河南开封地区兰考县委书记，考

察开封市的学习活动应是认识市级层面学习焦裕禄

活动的重要环节。２月１０日，开封市委正式发出通

知，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以焦裕禄同

志作为一面镜子，联系思想、联系工作，找出差距，进
一步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实现思想革命化。自１１日

开始，全市各系统、各单位、各机关、各区街、郊区等

都被发动起来，投入到了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中，从而

掀起了市级大规模的学习热潮。从当时《开封日报》

２月份刊登的通讯来看，在学习内容上主要有四 个

方面：第 一，学 习 焦 裕 禄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为 革 命。
比如开封市工业、交通系统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职

工要像焦裕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战线广大

师生学习焦裕禄，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不图名利，一

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开封郊区各公社党委书记和

社长座谈学习焦裕禄，决心甩开“我”字献身革命；市
豫剧二团演职员学习焦裕禄，不为名利，要为革命演

好戏；各区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像焦裕禄那样彻底

为人民。瑏瑡 第二，学习焦裕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实现思想革命化。如开封市委

召开常委会，决心带头学习焦裕禄，做毛泽东同志的

好学生；开封车辆厂职工以焦裕禄为榜样，掀起学习

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市建筑公司干部、工人以学习促

工作，以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对待工作。瑏瑢 第三，学习

焦裕禄突出政治。如市各战线社教工作队员学习焦

裕禄，突出政治，做一个革命化的工作人员；驻汴部

队某团党委满怀激情学习焦裕禄，决心当好突出政

治的带头人。瑏瑣 第 四，学 习 焦 裕 禄 具 有 深 厚 的 阶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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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如市许多单位出动人员顶风冒雪，平整土地，
运雪下乡，保墒抗旱。在学习方法上，主要运用整风

形式来进行，先是对照焦裕禄从思想上找根源、找差

距，然后再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改进。如龙亭区委深

入街道调查研究，改进工作；市各区、各公社广大干

警顶风冒雪，深入街道、社队，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市财贸系统各单位领导顶风冒雪，探望职工和家属；
机械工业公司各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转变作

风等。① 可以说，从 做 毛 主 席 的 好 学 生 到 用 整 风 精

神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一心为人民、为革命、大公

无私的公仆 精 神 到 工 农 阶 级 深 厚 感 情 的 行 动 表 达

等，都有所涉及，但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会不同，一般

来讲，一是随着中央的导向特别是《人民日报》社论

主题的改变而改变。《人民日报》的社论从２月７日

的《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１１日的《最可 贵 的 阶 级 感 情》到１３日 的《在 用 字 上

狠下功夫》、１４日的《用整风精神学习》、２０日的《调

查就是解决问题》及２３日的《最有力的领导》，实际

上就为学习重点指明了方向。二是随着开封市当时

的现实要求改变而改变。学习活动的展开必然要结

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有尽心尽力对工厂做出奉献的，
也有顶风冒雪帮助农民抗旱的，正是这些现实要求，
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行为。

在中央、省市及各系统、各单位发出学 习 号 召、
掀起学习热潮之后，个体学习者的学习心得就多了

起来，《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都相继刊登了许多读

者的来信。以开封市为例，自２月１２日起，《开封日

报》陆续刊登了许多个体学习者的学习心得，截至２
月２６日共刊登了６０余篇学习心得。对这６０余篇

学习心得进行考察，发现个体学习者一般是将焦裕

禄的某种精神与自身工作实际相联系，以学习焦裕

禄的某种精神来鼓励或鞭策自己。在心得内容上，
从著作学习到思想改造，从不怕困难到实际工作应

用，从生活俭朴到孩子教育等都有涉及，当然最多的

是像焦裕禄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来进行思想改造、
克服私心、克服困难、表达阶级关怀等。以心得题目

为参照，像焦裕禄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如“千多

万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条”“像他那样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 作”“‘根 子’在 于 没 有 活 学 活 用 毛 主 席 著

作”等之类 的 题 目 有 许 多；②像 焦 裕 禄 那 样 为 革 命、
为人民、深 入 工 作 实 际 的，如“找 到 了 没 有 当 好‘班

长’的根 子”“学 习 他 一 心 为 革 命 的 精 神，坚 决 不 吃

‘别人嚼过的馍’”“一 心 为 公，和‘我’字 斗 一 辈 子”
“没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就不能深入群众中去”“虚心

找差距，不断地前进”“他使我坚定了务农的决心”等

之类的题目更多。③ 总的来看，干部多以改造思想、
关心群众、改变工作作风为主要内容，群众多以克服

私心、积极奉 献 为 主 要 内 容，而 对 于 学 习 毛 主 席 著

作，则是干部和群众都有。

三、焦裕禄宣传学习活动中的媒介运用

尽管当时的传播媒介比较少，但从焦裕禄的宣传

学习活动来看，可以说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
如报纸、广播、文艺作品、电影、戏剧、实物展览等。

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的 信 息 传 播 方 式，主 要 是 报 纸

和广播，在城 市 两 种 方 式 兼 有，在 农 村 则 以 广 播 为

主。１９６６年２月６日的新华社电讯、２月７日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人民日报》的刊文及各省报、
市报的 转 载，就 是 充 分 利 用 了 当 时 的 主 要 传 播 工

具———广播和报纸。正是通过广播 和 报 纸，将 焦 裕

禄的感人事迹、党中央的学习号召及广大干部、民众

对学习号召的响应等传遍了整个中国。以开封市为

例，当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及《人民日报》的宣传学

习行为出现后，《开封日报》不仅全文转载，而且将全

国性的学习活动信息及时发布，使人们意识到学习

活动的重要性。由于焦裕禄是开封地区的干部，再

者，对于开封市区来讲，已有许多单位订有报纸，许

多人已养成读报习惯，所以，通过报纸媒介主动地对

焦裕禄的事迹进行报道、挖掘，不断加大加深宣传学

习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成为当时开封地区学习宣传

焦裕禄的重要方式，这在《开封日报》２月－４月，特

别是２月份的集中报道中可见一斑。《开封日报》对
于焦裕禄的学习宣传活动，常用醒目的标题点明宣

传学 习 的 重 点，并 且 这 些 标 题 具 有 连 续 性，少 则２
次、多则５次，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 “向毛主席

的好学 生 焦 裕 禄 同 志 学 习”出 现 了５次（即２月 的

１０、１２、１３、１４、２８日）；“向 焦 裕 禄 同 志 学 习，一 心 为

革命，一 心 为 人 民”出 现 了２次（即２月 的１３、１４
日）；“在焦裕禄的精神鼓舞下”出现５次（即２月的

１３、１８、２０、２１、２６日）；“用整风精神向焦裕禄同志学

习”出现３次（即２月的１５、１６、１９日）；“像焦裕禄同

志那样 活 学 活 用 毛 主 席 著 作”出 现３次（即２月 的

１５、２４、２６日）。另 外，《开 封 日 报》还 开 辟 了 多 个 专

栏，如“回忆焦裕禄、学习焦裕禄”“兰考纪实”“晨话”
等。“回忆焦裕 禄、学 习 焦 裕 禄”栏 目２月１３日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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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共有１１期 ，除２２日之外，每天一期；“兰考纪

实”在２月１８日至３月１６日共有１０期，“晨话”（讲
述学习的具体内容）从２月１３日至３月５日共有１０
期。① 这些专栏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焦裕禄的事迹和

学习焦裕禄的内容方法等，使宣传学习活动具有了

时间和内容的连续性。
除报纸外，还有一种重要工具就是广 播。对 于

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的 中 国 来 说，虽 然 经 过 多 年 的 办 学

扫盲行动，人们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对于许多城里

人和农村人来讲，读报还是一种奢望，所以听广播成

为他们接受信息的重要方式。当时，中央广播电台

在２月７日上午首播《县委书记》后，又于７日晚、８
日、９日三次 重 播，这 在 中 国 广 播 史 上 都 是 罕 见 的。
开 封 市 广 播 站 对 于 中 央 广 播 电 台《县 委 书 记 的 榜

样———焦裕禄同志》的播音，在２月１２日和１３日又

专门进行了重播，以扩大广播对信息的传播作用。②

正是在看、听相结合的基础上，并通过单位、街道及

个人之间的交流，使人们对有关焦裕禄的信息逐步

地了解、熟知，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行为。
在宣传学习初期，文学作品成为歌颂焦裕禄的

重要 形 式，当 时 的 体 裁 有 诗 歌、小 说、纪 实 文 学 等。
以《开封日报》刊登的诗歌为例，从２月１１日至３月

１０日共刊登了２０首诗歌（具体情况见下表）。这些

诗歌在现实中通过一些文艺专场以各种说唱形式传

递给观众，汇入了各种学习活动中。另外，河南人民

出版社为了配合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出版了《向毛主

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一书。③

《开封日报》２－３月份刊登歌颂焦裕禄的诗歌的情况

日期 数目 名称

２月１１日 １ 《学焦裕禄同志》

２月１３日 ３ 《赞焦裕禄》（对口词）《生死为革命》《时代重任担起来》

２月１５日 ４ 《新的里程碑》《光辉的行动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风雪送暖》（快板）

２月１６日 １ 《顶风冒雨探水情》（山东快书）

２月１８日 ２ 《人人学习焦裕禄》《不朽的典范》

２月２１日 ２ 《困难面前抓关键》《焦裕禄赞歌》

２月２２日 ２ 《革命重担肩上挑》（对口词）《雪》

２月２３日 １ 《焦裕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２月２７日 １ 《阶级深清似海洋》（快板）

３月１日 １ 《你永远活在俺的心里》

３月４日 １ 《光辉的红星》

３月１０日 １ 《他是俺的阶级弟兄》（唱词）

　　资料来源：《开封日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１日至３月１０日

　　美术作品中常用的形式是组画。组画是一种比

较直观的宣传学习方式，《人民日报》曾在２月２１日

刊登了１４幅的木刻组画《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

禄》。《开封日报》也充分利用了组画这一形式：２月

１３日刊登了５幅配诗的组画来讲述焦裕禄的事迹；

１６日刊登了一组由３２幅小画组成的大型配词组画

《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幻灯画），并于２７日

再次部分刊登；２７日刊登了配诗组画《兰考人民 多

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３月４日刊登了３幅组 画

《像焦裕禄那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表现了农民

在地头、工人在停车场、主妇在院子里学《毛泽东选

集》的情景。配有诗词的组画以其形象性、直观性使

人们更容易明白宣传学习的内容。
戏剧与电影也是当时宣传常借用的工具，由于

其制作的时间要求，往往比较滞后。但在当时，开封

市豫剧一团自２月１６日开始了大型豫剧《焦裕禄》
的排演，经过７天时间的突击，于２月２４日在全市

公开上演。④ 由 于 豫 剧 是 河 南 的 传 统 戏 剧，深 受 人

们喜爱，所以豫剧《焦裕禄》的公演带来了很大的学

习效应。电影形象直观的表达魅力是其他传播方式

不能比拟的，当时影院利用人们看其他电影的时机，
在正片开始之前加演新闻简报特号《毛主席的好学

生———焦裕禄 同 志》，这 种 行 为 从１９６６年 的３月１
日开始，随正片每场加映。⑤

除了运用艺术加工创造各种艺术作品来宣传学

习外，实物所引发的真实感也是不容小觑的。在焦

裕禄事迹的宣传学习过程中，充分重视焦裕禄的遗

物及其展示也是活动的方式之一。当时在焦裕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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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纪实”的１０期刊发日期为２月 的１８、２２、２３、２６日 和３月

的１、３、７、１０、１４、１６日；“晨 话”的１０期 刊 发 日 期 为２月 的１３、

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１、２８日和３月的３、４、５日。
《开封日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第２版。
《开封日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第１版。
《开封日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４日，第１版。
《开封日报》，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第１版。



前的兰考住宅里展出他的许多遗物，主要有衣物、用
具、书籍和工 作 笔 记 本 等。① 而 且 在 焦 裕 禄 的 遗 物

中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物件，用照片形式刊

在《开封日报》上，让更多的人有切实感受，比如焦裕

禄临终送给女儿的一套《毛泽东选集》、焦裕禄读过

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来表现他学习毛主席著作

的精神，焦裕禄用过的布兜、穿过的袜子则表现他艰

苦朴素的生 活 作 风。② 除 了 本 地 人 的 参 观 外，当 时

还有许多外地人来参观焦裕禄的故居。由于兰考是

个小地方，陇海铁路上的快车到兰考是不停的。为

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及学习焦裕禄，从２月７日开始，
陇海铁路上的快车到兰考都要停站。③ 在兰考停站

的时刻，一些人下车去了兰考，一些人下了车没去兰

考，就在兰考站台上向远处望着，还有一些人没有下

车，但都要隔着窗子向外看，他们想看看榜样焦裕禄

所在的兰考到底是什么样，由此，兰考因焦裕禄而蒙

上了些许神秘和感动，而列车则将这些神秘和感动

从兰考带到了外地。

四、焦裕禄宣传学习活动的受众范围与效果评价

宣传学习活动的受众范围，常根据宣传的目的

及内容来确定。焦裕禄作为一名党员和国家干部，
他的大公无私、迎难而上的精神展现了一个党员、干
部所应具有的品格，而对焦裕禄的宣传学习也主要

以他所表现出的公仆精神为基调，所以，宣传学习焦

裕禄的行为客体或传播受众应是当时的党员、干部

群体，特别是基层的县一级干部，这在当时中央层级

及省级的 学 习 通 知 中 都 有 所 体 现。以 学 习 心 得 为

例，作者是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党委负责人的居多。
据《开封日 报》显 示：在１２日 刊 登 的５篇 学 习 心 得

中，作者为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的就有４个，另有教

师１个；１３日刊登的３篇学习心得中，作 者 为 委 员

会书记、社教队长的各有１个，另有职工１个；１４日

刊登的６篇学习心得中，作者为党支部书记的有２
个，局长、大队长、政 治 委 员 和 团 长 各 有１个；１５日

刊登 的１２篇 学 习 心 得 中，作 者 为 区 委 书 记 的 有２
个，支部书记有３个，驻军团长、部队政委、合作社副

主任、卫生局长、银行行长、区级干部及工厂团委干

事等各有１个，另有知识青年１个。１７日刊登的８
篇学习心得中，作者为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的有４
个，厂长有３个，另有开封女高学生１个；２４日刊登

的６篇学习心得中，作者为书记的有３个，副主任、
团长各有１个，另有群众１个；２６日，在“像 焦 裕 禄

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栏目中有７篇小短文，作
者职务均为党总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除了干部身

份之外，焦裕禄还有其他诸多身份，如活学活用毛主

席著作的好学生、积极帮助战友的好战士、慈爱又严

厉的好父亲等，这些身份所表现出的精神使宣传学

习焦裕禄的行为受众扩展到了全国人民，也正是这

些平常身份及身份所附着的平常事情使民众学习具

有了实践 可 行 性。例 如，在“在 焦 裕 禄 精 神 的 鼓 舞

下”栏目中，主人公是许多平凡的人们，他们或为工

厂职工、或为街道群众、或为农村社员，正是他们用

实际行动展现着焦裕禄精神的魅力。

对榜样宣传学习的效果进行评价有多种标准，

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民众对宣传的接收程度及认同程

度，接收程度取决于宣传的形式是否有效，认同程度

取决于宣传的内容是否真切。从新闻的角度来看，

时效性是新闻的重要要求，对于焦裕禄的宣传来看，

远远不符合新闻的时效性要求，但是为什么在焦裕

禄去世近两年后，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学习活动，

最重要的一 点 是 焦 裕 禄 事 迹 的 真 切 性。１９４９年 后

的中国一直处于大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６０年代

初期，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也是一个民众与各

种困难做斗争的年代。生活的困苦与激情的张扬使

人们希望通过努力和奉献来换取更大的进步，这种

进步包括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这种进步是需要

众多好干部来带领的。兰考在极其困难时期，来了

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为改变兰考面貌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正是这份真切感动了周原、感动了穆青，也
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在那个充满政治气息

的１９６６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既没

有回避灾荒，也没有讲阶级斗争，而且经过兰考实地

确认，这确实体现了它的真实性。也正是这份真实、

这种民众心 底 对 焦 裕 禄 式 的 基 层 好 干 部 的 真 切 需

求，才使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活动长时间地持续和高

涨。当然，对于焦裕禄事迹的真切性还需要一定的

传播形式来渲染，因为焦裕禄之前的榜样已有许多，

如果只是平常形式的宣传，是达不到宣传学习目的

的。因此，穆 青 等 人 对《县 委 书 记 的 榜 样———焦 裕

禄》一文在成稿前进行了字斟句酌、七次修改，并且

打破常规的新闻写作方法，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用
数字来记叙兰考受灾程度，用白描来描绘灾区面貌，

用抒情来表达心中感动。文中曾写道：“人们怎么会

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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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日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３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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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

到各个村庄查看水情……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
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革命的‘硬骨

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特别是在文章的结

尾部分写道：“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

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

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

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

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

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

里。”正是这不拘一格的散文笔法将那种发乎自然的

情感表露出来，一个活生生的焦裕禄形象便跃然纸

上，感人肺腑，完成了从“悲”到“壮”的升华。当然，
除了通讯的艺术感染外，还需要通过其他的各种形

式来使广大百姓了解和认同焦裕禄，于是，文学作品

中的诗歌与小说、美工中的组画与雕塑以及戏剧、实
物等各自通过独特的表现手法为人们认同焦裕禄提

供了传播的平台，同时也在不断地积累着传播的效

果。

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著名播音员齐越以他那苍劲

有力、饱含激情的声音向全国进行了长达７０分钟的

通讯播发。广播的播音与通讯的刊发带来的是大量

的信件飞向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和全国各地的传媒，带来的是被人群围得水泄不

通的焦裕禄事迹报告会现场，带来的是全国人民谈

论焦裕禄、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在兰考，当人们听到

通讯播音时，行 进 的 车 辆 停 下 了，喧 嚣 的 集 市 沉 寂

了；人们为买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报纸，在邮局排起了

长队；当各种善意的汇款寄向兰考时，兰考人感受到

了温暖，但为表自强决心终将汇款退了回去；在风雪

交加的冬日，兰考人民仍在田野里忙碌着。①在全国

读者的来信中，有表达学习焦裕禄的决心的、有要求

到兰考最艰苦的地方经受锻炼的、有要求寄去兰考

的一撮沙土来鞭策自己的、还有决心在艰苦地区干

一辈子的。② 以 上 这 些 现 象 甚 至 一 些“豫 松”“余 学

焦”的化名，都在为我们说明着焦裕禄精神的实践意

义及宣传学习焦裕禄的效果。
一般地，人们常形成这样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

的英雄人物宣传都是一种高、大、上的宣传，使人可

望而不可即。其实，翻开历史的记录，我们会发现，
当时对人物的宣传，往往采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

方式，从小事谈起到精神升华，从而使榜样学习具有

普遍的可行性。当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许
多英雄人物的宣传学习或多或少都打上了时代的政

治烙印，焦 裕 禄 也 是 如 此。１９６６年 的 历 史 已 经 远

去，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当时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场景

中，有多少理性，有多少激情。但是我们知道，社会

从来都需要榜样，特别是在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渴

望和追求的社会里，榜样和对榜样的宣传学习永远

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①　王中义、洪 文 军：《〈焦 裕 禄〉是 怎 样 采 写 的》，《记 者 摇 篮》，２００５

年第１期。

②　王中义、洪 文 军：《〈焦 裕 禄〉是 怎 样 采 写 的》，《记 者 摇 篮》，２００５

年第１期。

（责任编辑　史洪智）

Ｊｉａｏ　Ｙｕｌｕ　ｉｎ　１９６６：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ａｎｄ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ＺＨＡＮＧ　Ｑｕｎ－ｍ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４７５００１，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Ｊｉａｏ　Ｙｕｌ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１９６６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Ｊｉａｏ　Ｙｕｌ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１９６６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ｔｓ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ｙ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ｎｏ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ｎｅ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Ｊｉａｏ　Ｙｕｌｕｓ　ｄ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ｗａｙ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Ｊｉａｏ　Ｙｕｌ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ａｏ　Ｙｕｌｕ；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７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