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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千年的曙光已照耀全球，新世纪的教育面临

更大的挑战与机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学生减

负的大力推行，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等等，

都对新世纪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

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

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

正是积累知识与培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

清自己，进行自我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

全方位塑造自己。他们必须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

更为敏锐的触觉、更为广博的知识，才能适应历史

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才能肩负起建设好祖国、

造福人类的重任。人才的成长，除了主观因素外，

在客观上也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其中，能

否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优质图书，对于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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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本丛书门类博杂、囊括百科，举凡天文、地理、

动物、植物、历史、文学、语言、建筑、科技、美

术、音乐、绘画、饮食、体育、军事、卫生以至学

校图书馆各个类别的图书都有涉及和介绍。丛书主

要表现在观点新、题材新、角度新和手法新，内容

丰富，覆盖面广，形式活泼，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富于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书将成为广大中

小学生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促进成才的亲密朋友。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中小学生一定为当好

新世纪的主人，知难而进，从书本、从实践中吸取

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思想

更活跃、思路更敏捷，更聪敏能干，成长为杰出的

现代化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编　者



书书书

目　　 


录

· １　　　　 ·
















目　　录

愚公精神

１．当代愚公姚天恩 （２）………………………………………

２．周兴仁与华山观 （１０）………………………………………

３．于承福与双凤山 （１５）………………………………………

４．瑶山新 “愚公”———肖家裕 （２６）…………………………

５．京九铁路 （２９）………………………………………………

６．天台山上新愚公许友法 （４４）………………………………

７．在 “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 （４７）……………………

公仆精神

１．人民公仆的楷模———周恩来 （５８）…………………………

２．一生廉洁　两袖清风———李润五 （６９）……………………

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８０）…………………………

４．大庆铁人公仆———王进喜 （１０４）…………………………

５．雪域高原公仆歌———孔繁森 （１１７）………………………

６．在洪水中永生———张鸣岐 （１４４）…………………………



书书书

愚

公

精

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愚公精神·


公仆精神

· ２　　　　 ·
















１．当代愚公姚天恩

焦作，中国版图上这个面积只有４０７１平方公里，人口

３１３万的中小城市，正在将宏伟的 “三路一桥”高速公路框

架付诸实现。而承办如此巨大工程的法人，竟是自筹资金

３３亿元的焦作市公路局。这在河南是首例，在全国也少见。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交

通发展新闻座谈会上，焦作市公路局局长姚天恩，向首都人

民和新闻界介绍了焦作市公路事业投资３３亿，高起点、大

跨度、超常规、快发展的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鲁志强高度评价了这种气魄和胆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将 “为人民筑路，为祖国架桥”的牌匾

颁发给焦作市公路局局长姚天恩。姚天恩激动异常，浮想联

翩，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巨大的荣誉里面，凝聚了焦作公路建

设者们多少心血和汗水，他禁不住想起了焦作公路建设者们

艰苦创业的日日夜夜……

１９９４年６月，曾先后担任济源市一山区乡的副乡长、

济源市交通局局长、招商局局长的姚天恩，带着焦作市委对

他的嘱托和厚望，走进了焦作市公路局，挑起了局长这副重

担。５年来，他团结一班人，勇于开拓创新，率领全局干部

职工创造了焦作公路建设历史性的大跨越：完成了投资６．９
亿元的１８项公路建设项目，全市列养干线公路达到７４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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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１１０．４公里，高于河南全省

平均３２．９公里和全国平均１２．４公里水平。连续获得全省第

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好路杯竞赛 “金杯奖”。重创和保持

了省级文明单位、园林式单位称号。１９９８年又跻身于全国

最大服务行业５００强之列。姚天恩同志连年被评为省、市先

进工作者，１９９８年被评为全国公路系统创新局长、河南省

劳动模范、省 “五一”奖章获得者以及１９９８年焦作市十大

新闻人物称号。

人们在惊奇、羡慕焦作公路人的辉煌业绩的同时，更多

的是想了解姚天恩其人。

受命于危难之时

地处豫北的工业重镇焦作市，是晋煤外运的咽喉要道，

１９９３年以前，焦作的公路状况可以说是 “三超一低”：超流

量、超负荷、超期服役、低等级，公路成了制约焦作经济发

展的一个 “瓶颈”。一度流传的 “山阳城，山阳城，山阳城

路难行”，“大坑卧下牛，小坑遍路有”等民谚，形象地反映

了当时的公路状况。１９９３年初，焦作市紧紧抓住国家政策

向能源、交通倾斜的机遇，确立了 “超常规、大跨度、高起

点、快节奏”发展思路，焦作公路 “八路四桥”１２项商品

路桥大工程全面铺开。到１９９４年６月由于资金缺口太大，

导致工程进展缓慢，个别工程甚至到停工状态，所谓 “路通

桥不通、桥通路不通、半通半不通”，极为贴切地描述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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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状况。公路工程濒临瘫痪，在建项目何去何从，危难之

时，４３岁的姚天恩出任了焦作市公路局局长，挑起了沉重

如山的１２项路桥工程。

姚天恩生长于济源王屋山下，这个愚公的后代，今生今

世与山有缘，与路有缘，在任副乡期间，组织了万人修路大

会战，一个月修通１８公里山区公路。在任交通局局长时，

又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的水洪池村，组织村民劈山修路，４
年修出条著名的 “通天路”，而今人们拭目以待这位风云人

物如何尽快完成共需资金３．６亿元人民币的１２项工程！

引人才　筹资金

时间容不得姚天恩有片刻的喘息，上任伊始，他就一头

扎进了工地，每天披星而出，荷月而归，带领领导和工程技

术人员深入调查研究，走遍了全市７县４区，当他把１２项

大工程的进展、资金需求摸透时，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姚天恩思考着、运筹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他感受

到焦作的公路大建设必需有新思路，采取大动作，才能迈开

大步子，否则，公路设施滞后的局面难以扭转。姚天恩食不

甘味，彻夜难眠，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晚，做过多少次论

证，也不知和班子成员进行过多少次研究，姚天恩才下了决

心，明确提出焦作公路建设事业要实现四个突破，即：“全

国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公路开放力度、招商引资工作要有

大的突破；文明样板路建设要有新突破；优质工程要实现零






愚公精神

· ５　　　　 ·
















的突破”。而要实现四个突破，关键在于资金和人才。为此

姚天恩首先从改善班子结构、加强领导力量入手，率先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公路局行政副职，有５名同志分别被聘为副局

长和总工，使班子的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得到改善，大大

提高了班子的整体水平和领导效能。同时又从西安公路学院

聘请了７０多名高级工程师担任监理。充分发挥自己曾任招

商局长的优势，上北京、下广州，跑省跑部，托亲找友，四

面出击，虽说碰了不少壁，吃了不少闭门羹，可很快就捧回

了一亿多元的拨款和贷款。国内银根紧缩，贷款困难，姚天

恩又将眼光瞄向了国外，他首先筹办了北京、深圳两个办事

处，接着又一次次南下港澳、东渡扶桑，甚至远渡重洋到美

国与加拿大，与外商频频接触，为焦作市领回一个个远方之

客。香港定嘉公司老板慧眼识珠，一次投资３０３０万元。接

着，澳门大明公司、香港长江实业公司、香港联合中华公司

也接踵而来……一份份意向书、合同书落笔签字，一家家中

港、中澳合资公司成立，数１０亿资金已在掌中。有了钱，

焦作历史上空前的公路建设之仗便打响了。

廉洁奉公　率先垂范

公生明、廉和威，姚天恩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勤俭朴

素，他远离家乡，远离妻女，吃在本局的食堂，住在本局招

待所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间。外出引资、开会，坚持住低档

房间，泡方便面，吃 “地摊”。在姚天恩筹资阶段，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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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家一趟，母亲生病住院，他没到床前照顾老人一天，八

旬老母思念儿子，好不容易接到他一次电话，便声泪俱下，

他手握话筒，泣不成声。女儿出嫁，他没有通知本单位一个

人，为了修公路，姚天恩大义在胸，舍亲抛帮，移孝作忠，

廉洁奉公的人格为公路局的廉政建设作出了表率。

公路局要想被社会承认，被社会各界尊重，必须多修

路、修好路。“八路四桥”１２项工程能否保质按期建成，是

社会各界对公路部门的一个严峻考验。姚天恩心里明白：在

１２项大工程全面铺开的同时，如果没有一套严格质量管理

措施，出现了质量问题，将会成历史的罪人。为此他采取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措施：严格按照国家法规要求，

公开招标，优选施工队伍，把好工程质量第一关：健全和完

善工程监理制度，设立专职监理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旁站

并在施工中推行国际上通行的 “菲迪克”管理模式，实行质

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加大设备投入，提高科技含量，

投资４０００万购置了日本加腾挖掘机、德国宝马振动压路机、

沥青摊铺机等大型设备，给中心实验室投入１０００万元购买

了先进试验设备。这此先进设备的投入，大大提高施工水平

和工程质量。在重视质量管理的同时，姚天恩还十分重视管

理工作的自动化建设，率先在全省进行了公路办公信息管理

系统 （ＭＩＳ）的开发应用，先后对机关中层干部、技术骨干

进行微机培训，多次组织工程质量技术研讨、广泛开展质量

意识教育。除了用制度、机制保证工程质量外，现场办公，

检查质量，是姚天恩的一贯做法，一日姚天恩到正在施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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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尚石河桥检查，已是傍晚，他发现施工用的料板有质量问

题，便让施工人员作试验，谁知恰逢停电，自备发电机又锁

在仓库，拿钥匙的人不在。他们把门锁橇开，立即试验，决

不能拖延到明天，当试验完毕，拿出处理办法，已是子夜时

分了。在焦温路上，他发现施工用的水泥不合格，便当场决

定退掉这批水泥。为了弄清一个数字，他能用电话催促远在

数百里外的计划科长连夜赶回，由于对工程质量常抓不懈，

并建立了严格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使１２项工程质量合格率

均达１００％。有三项被评为省厅优质工程，填补了焦作公路

建设史上优质工程的空白。

姚天恩视质量如生命，爱职工同手足。他常说修桥铺路

是积德行善，可社会上很少人看重养路工，他发誓要提高养

路工人的社会地位。为了叫职工人人有房住，尽管资金仍很

紧张，他还是筹建了５栋功能齐全的家属楼，装修了多功能

歌舞厅，修建了五彩喷泉式的小花园，为每个道班配置了电

视机、录音机、卡拉ＯＫ机、乒乓球、篮球，职工们工作、

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同时还与河南电影制片厂合拍了反映公

路职工艰苦创业的７集电视连续剧 《日出日落》，与河南大

学黄河艺术团联合编排了全国第一部反映公路人的大型现代

豫剧 《走出一线天》，先后赴郑州、北京汇报演出。焦作公

路局的地位和名声大大提高，要求分配到公路局的退伍军

人、大学生络绎不绝，托亲找权要求调进公路局的人也一个

接一个……

１９９５年底，１２项公路建设工程全部竣工。在成绩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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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天恩没有止步，人不卸甲，马不下鞍，率领全市公路职工

又用一年时间一鼓作气拿下了２．５亿元的６项建设工程，焦

作的公路密度在全省遥遥领先，焦作的公路名声大振。

永远追求卓越

机遇对于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抓住了机遇，也就等于成

功了一半；而要紧紧抓住机遇，不仅需要机敏，还需要一种

历史的责任感。姚天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虽然焦作

先后完成了１８项新建和改建工程，但焦作仍没有一条高速

公路，这与区域经济日益发展不相适应，加上焦作又不在国

家规划的高速公路十字架的辐射范围，得不到国家政策的倾

斜，但焦作又地处晋煤外运的咽喉要道，因此发展高速公路

不容置疑。“干！即使得不到国家支持，也要自己干”。姚天

恩暗下决心，他相信灵感的机遇永远是留给那些勤于开拓和

追求的人。于是姚天恩果断决策，按照 “全面规划、远近结

合”的原则，对后备项目进行排队，并按轻、重、缓、急顺

序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姚天恩和助手

们以超常的眼光，过人的胆略绘制新的宏伟蓝图： “九五”

期间，投资３３亿元修建焦作至新庄、焦作至晋城高速公路

和焦作至巩义黄河公路大桥。通过它们与１０７国道、３１０国

道接轨，从而为焦作提供快速通道。天道酬勤，当国家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大好机遇刚刚到来。焦作公路人就

立即拿出储备好的项目，捷足先登，通过贷款、融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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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已筹措到足够的公路建设资金，为跨世纪的宏伟工

程赢得了资金保证。

投资３３亿元，让 “三路一桥”高速公路框架成为现实，

让焦作经济驶上快车道，充分显示出焦作人的魄力与胆略。

要知道，高速公路是用钱堆出来的，一般来说，平原铺设一

公里高速公路大约需要２０００万元，而山区铺设一公里高速

公路则需要３０００万元。不靠国家投资，完全靠自己筹资修

建高速公路在我省还是第一家，而一个地市级跨地区修建高

速公路 （焦作高速公路从新乡市原阳县通过；焦作至巩义黄

河公路大桥的另一端在巩义市境内）在全国更属首家。

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８日是焦作市人民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

天，投资１２．４亿元的焦郑高速公路正式破土动工。它开创

了我省地市筹建高速公路的先河，在全国也不多见。１９９８
年１２月１１日，投资４．８亿元的焦作巩义黄河公路大桥也鸣

放了开工的礼炮。目前，１５家承包商正日以继夜，你追我

赶，加紧施工，建设工地上那隆隆的机鸣声已奏响了迈向新

世纪、实现焦作公路第二次历史性大跨越的进行曲。

姚天恩和助手们紧锣密鼓地筹建晋焦高速公路的招标及

开工建设等工作。路是躺着的碑，人是竖着的碑。姚天恩

———这位愚公的后代，在经历人生道路的艰苦跋涉，写就了

一部辉煌的篇章。当问及今后的打算时，姚天恩激情满怀，

雄心勃勃地说：“当高速公路、黄河大桥全部竣工后，要全

部运作上市，以发挥更大的投资效益。”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的到来。可以预见，实现焦作公路建设第二次大跨越己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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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待。焦作正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２．周兴仁与华山观

夜晚，一户农家小院，儿子醒来，支起耳朵倾听着隔壁
屋的动静，确定屋里人睡熟了，蹑手蹑脚起了床，操起墙角

的斧头拉开门。也许是门轴太旧了，“吱礣”声在静寂中显

得很刺耳。年轻人刚跨出屋门，一个声音从窗内传出：“儿

啊，上山？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许去！不许砍树卖，爹就是

死了，也不许你砍一棵！回来！”

“爹，您怎么就不开窍？种了这么多年的树了，关键时

刻还不能拿来救急吗？”

“啥关键时刻，松柏都才碗口粗，正在成材，这就是关

键时刻！爹死了也没啥了不起，有你娘、你哥几个护着这山

我死也瞑目，别犟了，回来吧！”

年轻人没有了回答，他捂着脸慢慢蹲下身，大滴的泪从

指间滑出。医生的话不断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你父亲的病

要住院手术，先交３０００元押金。”筹了这么些日子，这

３０００元还差得远呢，老人就是不让卖树。

老汉名叫周兴仁，湖北省钟祥市磷矿镇前小河村人。他

算得上百万富翁，是一座价值３００多万元的 “绿色银行”的

承包人，可自从拥有这银行的１３年来，他从来只是往里存

储，没有支取；为了它，老人领着全家老小在荒山野岭苦度

了１３个春秋，搭入了几乎所有家产；为了它，老人日夜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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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体力透支，１９９４年７月被诊断出直肠癌。付出这么多，

周兴仁从没为这华山观上５５００亩绿林发过一句怨言。如果

再有一次选择事业的机会，他投入的仍是绿化荒山，而且会

工作得更出色。

１９８３年底，中央一份关于允许个人承包荒山的文件传

达到了前小河村，村子立刻沸腾了。村头千百年来就耸立着

两座大山———华山观和黄家山，山上野草丛生、坟茔座座，

由于自然条件差，长期以来无人管理，早就成了荒山、废

山。这让周兴仁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文件一传达下来，他

立即递上了承包５００亩荒山的申请。３天后，一大早，一行

３人来到周家，他们是乡党委书记、乡长、林业站站长。三

人打量着这个在村里收入还算中上的家，眼前瘦小的周兴仁

让他们担心了：他真的甘愿放弃温暖的家去荒山遭罪吗？周

兴仁可没这么多牵挂，他迫不及待地和来人立下了军令状：

承包５００亩荒山，３年内绿化完毕，收益二八分成。但有个

条件：必须退掉全家１２．８亩责任田，住进山里全力以赴地

干。这点，周兴仁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服家人陪他退田

卖家当，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妻子尤其不舍，难怪她，这是

全家人起早贪黑撑起的一个家啊，说废了就废了，能不让人

揪心吗？老周铁了心，无论如何，他要倾尽全部力量，为荒

山添上绿色的一笔。家里的一切处理完之后，老周带着一家

大小，挑着锅碗瓢盆，在刺骨的寒风中登上了华山观。

开荒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冷酷的自然只接纳有钢铁一

般硬气、芦苇一样韧劲的人。放下行装，周兴仁便带领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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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山除草、整地、挖树坑，他要赶在开春前挖好两万个树

坑，赶上开春栽树。冬天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多了，土冻得

硬梆梆的，工具冰凉得让人不愿沾手。老周总是第一个起

床，拿起工具，揣上块干粮悄悄出门干起来，有时，连午

饭、晚饭都在树坑旁啃个凉馒头打发。全家人披星戴月苦干

一冬，终于挖成两万多个树坑，又买来２０００多元的温地松

苗栽下。松苗很嫩、很小，像一个个小树婴儿。周兴仁永远

忘不了那一天，两万多小苗扎进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它们在

春风中的微笑是那么醉人啊。他憔悴的脸上有了些宽慰。可

是对植树人最不幸的打击还是来了———一个月后，满山的松

苗仅成活３８棵，原来，老周情急之下上了当，买来的全是

隔年苗，难得一活。半年的活，付出的是血汗，得到的是泡

影。妻子难过得哭肿了眼睛，周兴仁一抹汗珠，甩出了一句

硬梆梆的话———咱接着来！不信就种不活树！他找到新的出

路———自己育苗。这次工作，他比往常干得更细心，当上万

株小树芽破土而出时，他既兴奋又紧张。看到新的生命从手

中诞生，他的快乐不亚于当年得知儿子出世，这些生命这么

弱小，仿佛不堪一击，他担心它们挺不过风雨，更是没白没

黑地守在苗圃。小树芽不慌不忙地长大了，周兴仁亲手把它

们移出来，小心翼翼地一株一株栽下，那谨慎、周到劲让妻

子看到也不觉心生 “醋”意：“当年对咱娃你可从没这么仔

细过。”周兴仁歉意地一笑：“咱娃不是泼辣嘛，哪像这玩意

这么娇贵，咱不是跟政府签下军令状了吗？干还不得干好

啊？”小树苗似乎善解人意，很争气，成活了绝大部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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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周兴仁承包的５００亩荒山变成了绿林，绿化任务圆满

完成。

这仅仅是周兴仁绿色计划的第一步，１９８６年６月，他

又与镇里签下绿化５０００亩荒山的责任状，率领全家向华山

观更深处进军。家人们对山对树被他传染上了热情，不再有

任何怨言，乡亲们倒有所不解了，老周咋这么犯傻哩，已经

有５００亩林子了，还不够他吃的？又弄出５０００亩，啥时弄

出名堂来？林子再大，就住一家人，日子够凄惶的！对此，

老周置之一笑，为了绿化，这半辈子，彻底给大山了，这

傻，他犯定了。

有志者事竟成。在老周一家精心耕作下，８０多万株各

类树材有条不紊地在华山观落了户，虽说树都还小，华山观

绿色的希望已经插上了翅膀。乡亲们不解的目光里，更多了

几分崇敬。

荒山变成宝山，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也绝不轻松，这其

中的苦乐，只有拓荒人自己深深了解。重登华山观之初，他

们不仅遭遇自然的挑战，更增加了一项劝解乡邻的工作。此

山荒置多年，曾是附近五村公有的天然牧场，谁家的牛羊都

可以来此吃草。周兴仁风餐露宿地把幼苗栽满山坡后，有的

人们把牲畜往山上赶。野草吃尽了，它们就啃小苗，往往刚

栽上不久的小树，眨眼间成了半截。周兴仁着急心疼，可又

不愿强拉下脸制止，他想，那岂不成旧社会里的山霸王了

吗？只好每天到牛羊易去的地方转悠，兜里塞满香烟糖果，

见到男人就敬烟，见到妇女、孩子就递糖，用这种古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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