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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超 蒋恬洋

“不能搞特殊”是毛泽东家风最

醒目的标签之一。不管是对待子女，

还是亲戚朋友，都一视同仁，这种克

己奉公、不图私利的作风被世人称

颂。

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唐兴寺

社区 67 岁的居民毛敏对此体会颇

深，这源于毛泽东在 1950 年 2 月 15

日亲笔写给他的祖父毛岳乔的一封

书信。

5 月 7 日，记者来到毛敏家中，

了解这封书信背后的故事。

毛敏的曾祖父名叫毛槐林，与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同族兄弟。

清朝光绪年间，在湘潭十八总经营

“宽裕枯”粮行。

1910 年，17 岁的毛泽东被父亲

送到粮行当学徒。在店里，毛泽东遇

见毛槐林的儿子毛岳乔，由于年龄

相仿，两人一见如故。在粮行时，两

人一起学习打点店里的生意，同吃

同住。

“听长辈们说，他们两人曾挤在

粮行阁楼的同一张床上睡过。毛主席

还亲切地称我祖父为‘二哥’。”毛敏

说。

然 而 ，青 年 毛 泽 东“ 志 不 在

商 ”，一 有 空 便 会 爬 上 阁 楼 看 书 。

湘 潭 市 政 协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1983

年 2 月 所 编《湘 潭 文 史 资 料》第 一

期 刊 载 的 文 章《毛 主 席 在 湘 潭 市

部分历史事实的回忆》中提到，“主席自来湘潭

城里后 ，深感弃学就商前程黯淡 ，心情很不愉

快 。除每日稍事招待客商外 ，终日居在楼上读

书习字。”

毛槐林看到毛泽东刻苦好学，时常鼓励他好

好学习功课，还劝说毛顺生将儿子送去读书，并

表示如有困难，他愿意帮忙分担。在毛槐林的支

持下，毛泽东投考了湘乡东山学校。

1911 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读书

后，与毛槐林 、毛 岳 乔 仍 保 持 密 切

联 系 。一 天 ，毛 槐 林 收 到 毛 泽东从

长沙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到毛泽

东身患阑尾炎，急需一笔钱到医院

治疗。随即，毛岳乔带着手术费和一

篮子鸡蛋，徒步走到长沙探望。

毛敏介绍，解放后，毛岳乔共收

到毛主席 13 封信，其中 2 封为亲笔

信，11 封为毛主席口授或委托工作

人员办理的信件。

1949 年，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

毛岳乔曾向他寄去几封问候信，一

直没见答复。1950 年，靠卖蚊香维持

生计的毛岳乔，在信中向毛泽东诉

说家中生活困难，请求帮其介绍工

作。

不久后，毛岳乔收到毛泽东的

亲笔回信：“岳乔兄：二月八日来信

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

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

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此复，顺

颂清吉。毛泽东二月十五日。”

“毛主席虽然婉拒了我祖父的

请求，但仍是一个念旧情的人。随同

那封信，毛主席还从他的稿费和工

资中拿出 200 元寄给我祖父。后来，

我 祖 父 去 世 那 年 ，主 席 又 寄 来 200

元表示慰问。”毛敏说，毛泽东的大

公无私和坦率，让我祖父对他更加

敬佩。

此后，毛岳乔靠摆小摊和喂猪

自食其力，并一直训诫家人：“不搞

特殊化，一切都要靠自己。”

毛岳乔的大儿子毛信华只读了 3 年书，便辍

学到粮店当学徒，后凭借聪明勤奋当上国家干

部，小儿子和两个女儿均为普通工人和教师，毛

敏也是工厂职工退休。

谆谆教诲，大爱有言。毛敏表示，毛泽东是一

位恪守原则而不失温情的国家领导人。这封家书

珍贵之处，是因为出自毛主席之手，是一笔巨大

的精神财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龙良红 李浪

青山掩映，绿影寻踪。双峰县井字镇杨球

村，一栋砖木结构旧屋，静立在群山环绕间，名

为“光甲堂”。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中国

妇女运动先驱和卓越领导者蔡畅，曾在这里度

过童年时光。

“当年，蔡和森走出‘光甲堂’后，辗转长

沙、法国蒙达尔纪等地求学，矢志探寻救国救

民的真理。”讲解员彭璐向游客讲述，“他在法

国留学时，致信好友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

地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的主张……”

1913 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挚友毛泽东。在一师

求 学 期 间 ，毛 泽 东 与 蔡 和 森 等 人 立 下“ 三 不

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关系、不谈家庭琐

事”，全心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8 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

李维汉等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被誉为“建

党先声”。那一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沿洞庭湖

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进行了半个多月

的农村考察。

这次考察中，农家出身的毛泽东与当过学

徒的蔡和森，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农民的艰辛，逐

步认识到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1927

年，蔡和森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现在革命

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

命根本问题……国民革命如不将此根本问题解

决，证之历史，可断定不能成功。”

1918 年 6 月，23 岁的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

托，远赴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事宜。1920 年，

蔡和森和妹妹蔡畅、母亲葛健豪等辗转到达法

国蒙达尔纪，稍后进入蒙达尼公学求学。这一时

期，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列著作，成为“极端马

克思派”。蔡畅回忆那段岁月：“(蔡和森)穿着薄

旧的衣服，坐在简陋的中学宿舍，顶着严重的哮

喘宿疾，他翻着字典，顽强地反复掂量着每一个

字每一句话的分量。”

这个看似文弱、身患哮喘的书生，灵魂里却蕴

藏着“开天辟地”的革命伟力。蔡和森给挚友毛泽东

的信中写道：“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

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

外此。”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1922 年

后，蔡和森先后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中共

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等报刊。他深感国内“有

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主编《向导》

时，表明“《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而

且作了组织的工具”；“发行这报的纲领完全是

根据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

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本报所发表的主

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主编《向导》

3 年中，蔡和森克服政治压迫、经济短缺及自身

哮喘重疾等艰难困苦，出版《向导》150 期(约占

全 部 周 刊 201 期 的 四 分 之 三)；撰 写 政 论 时 评

160 多篇，仅次于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

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罗兴湖，自其

父罗绍志开始，一家三代人研究蔡和森。他说：

“蔡和森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

《向导》周报作为最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凝聚

着蔡和森等革命先辈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

1931 年，蔡和森赴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

的工作。当年 6 月 10 日，蔡和森不顾会场人员复

杂和危险，坚持参加香港海员工会举行的群众

大会，遭叛徒出卖被捕，最终牺牲在广州军政监

狱，终年 36 岁。毛泽东评价他：“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数风流人物

文|虢安仁

他曾是张学良手下的上校军官，奉命潜入

东北讲武堂数十载，为保卫中共满洲省委、党的

机密事业、发展东北兵运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

就是中共满洲特科的赵唯刚，受中央特科和满

洲省委的双重领导。

护卫刘少奇安全

赵唯刚出身守陵人世家，1927 年在日本秘

密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奉命先在沈阳东北兵工

厂工作，后又进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

任教官。他先后以赵石羽、石际民、赵国元、扎哈

诺夫等多个名字和多重身份，活跃在东北政军

界。满洲特科成立后，他担任秘书长，负责情报

科工作。

赵唯刚在奉系高层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关

系，奉系军政要人杨宇霆、汲金纯、高维岳都与

他有私交。满洲特科成立后，为防止宪警特务的

盘查，赵唯刚还特意请热河都统汲金纯给书记

蔡伯祥的医院（实为满洲特科秘密联络机构）题

写了牌匾。

1929 年 7 月，刘少奇秘密抵达沈阳，担任中

共满洲省委书记。

为便于掩护和保卫党的机关，刘少奇居住

在当时的西北工业区皇字 78 号，即东北讲武堂

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以海军司令部副官

的身份活动，满洲特科负责其安全。就在刘少奇

刚刚入住宿舍后，即发生了一桩“蹊跷事”，原

来，张学良的异姓兄弟、素以调查学生中的共产

党出名的高胜岳，不早不晚，恰在此时被派来出

任高等军学研究班总队长。这引起了满洲特科

的高度警觉，是不是敌人掌握了风声、发现了什

么证据？于是，查明原因的重任落在了赵唯刚的

身上。

赵唯刚依托自己与高胜岳的关系及其他情

报网络，迅速查明了原因，原来高胜岳来研究班

任职，是因他“整人搞内耗”，东北军没地方安

排，只好把他安排到这里，满洲省委和特科这才

放了心。在满洲特科的积极协助下，特别是以赵

唯刚为代表的特科人员的重点保护下，刘少奇

同志在满洲省委的工作顺利展开，周恩来对满

洲特科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抢夺机密文件

1930 年 3 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党中央

派李子芬任满洲省委书记。由于陈尚哲、杜兰亭

被捕叛变，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几乎悉数被捕。

满洲省委遭破坏后，省委秘书处的重要文

件被装在柳条包内，于 3 月 23 日转移到了省委

印刷所。印刷所租了一个东北军退役旅长的房

子，是省委的秘密机关，被捕人员都不知道这个

地点。相关人员因事态紧急外出躲避，导致这批

文件遗留在房间内，成为一个重磅“炸弹”，随时

可能威胁到省委和特科安全。

3 月 28 日 ，满 洲 省 委 派 秘 书 处 秘 书 张 光

前配一把钥匙进屋去取，没能成功。之后又派

人再次尝试用钥匙开门，引起了房东的怀疑。

起 了 疑 心 的 房 东 随 后 进 屋 查 看 ，发 现 几 大 柳

条包里装的全是文件，连忙追问是谁的东西。

情 况 危 急 ，如 何 在 不 打 草 惊 蛇 的 情 况 下 取 回

文件，成为满洲特科的当务之急。满洲特科书

记 蔡 伯 祥 亲 自 带 队 前 往 ，并 特 意 带 上 经 验 丰

富 的 赵 唯 刚 。车 上 放 好 了 枪 、汽 油 以 及 厚 礼 ，

准备先礼后兵，一旦房东异常，便动武抢或放

火烧掉文件。

房东一看赵唯刚是军界“混得开”的人物，

又有厚礼奉上，态度立即好转，归还了柳条包。

临走时，房东意味深长地说：“朋友，下回可要注

意点，情况复杂啊！”就这样，一场危机得到化

解。正因为这批文件没有落入敌手，最终，李子

芬等大批满洲省委干部没有暴露身份，在“九一

八”事变后被营救出狱。

保存兵运种子

1929 年 3 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关

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

信中说：“在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夺取群众’

之下，士兵运动，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

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

工作。”这一指示，对满洲特科在东北军中开展

士兵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父子执政东北期间创

办的综合军事学校。东北军中，上自最高统帅张

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讲武堂毕业

的。为搜集军事情报，协助满洲省委开展工作，

满洲特科多次派人打入东北讲武堂，而赵唯刚

就是最早一批打入的优秀代表，并争取发展了

一批士兵。

1930 年春，党组织决定派省委秘书处的刘

伯刚去那里做兵运工作，已担任高级教官的赵

唯刚将刘伯刚安排在“机迫平传习班”（机关枪、

迫击炮、平射炮学习班），为官兵们讲授日本语，

对外则宣称是学习班班长杨炳森的朋友。刘伯

刚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官兵交谈，借机宣传革命

思想。不料，由于刘伯刚常到东陵山林守备队去

找士官聊天，引起了怀疑。

那年夏天，刘伯刚隐藏的党的刊物《满洲红

旗》不慎被人偷去，暴露被捕。赵唯刚和杨炳森

得知后，立即多方营救，但未能成功。不过赵唯

刚通过给刘伯刚送行李的机会，把他在“机迫平

传习班”发展的一批党员名字记了下来。从此，

这批党员由赵唯刚联系。

这些党员在讲武堂的士兵运动中，培养了

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军运干部。他们

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九

一八”事变后党在义勇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中

的工作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重大贡

献。

主要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总参谋部回忆史料》 解放军出版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罗毅

通讯员 郭熙瑜 刘蓉

5月 5日，记者应约来到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

路一个幽静的院落。落座不久，一位老人和一位满

头银发的老太太，笑盈盈地相互搀扶着走进来。老人

胸前那枚入朝作战70周年纪念章格外引人注目。

老 人 名 叫 杨 明 礼 ，湖 北 松 滋 人 ，生 于 1929

年。一提起抗美援朝，他眼睛一亮：“我们部队入

朝首战就打败了美军骑一师，缴获 28 辆坦克、4

架飞机。”

杨明礼高中就读于宜昌市第一中学，语文老

师是一名地下党员，经常给学生宣讲革命道理。

1949年高中毕业后，在解放大军南下的洪流中，他

与 5名同伴一起考入武汉中南军政大学。1950年 5

月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39 军 116 师

348团政治处。当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 22日，他作

为第一批入朝部队的一员入朝参战。“我们是从朝

鲜新义州上岸的。面前一片火海，鸭绿江都被映红

了。我当时除了愤怒，没有什么害怕的。”

11 月 1 日，39 军打响入朝第一战——云山之

战，对手是美军王牌骑一师。志愿军士气高昂，人

人奋勇，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

敌人坦克沿着一条狭窄的公路开来，一边是

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回旋不得。“我们的战士

用爆破筒炸断打头那辆坦克的履带，使得后面的

坦克进退不得，敌人只好弃车逃跑。”战斗结束

后，杨明礼挨个数过去，瘫在路上的美军坦克共

有 28 辆。后来得知，美军 4 架飞机来不及起飞，也

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当时，在团部政治处负责宣传的排级军官杨

明礼，写了几篇战场新闻发在师部油印报纸上，

一时全师都知道这名军中“秀才”。

突破临津江时，气温骤降。江面没有浮桥，但

江心还没完全结冰。杨明礼和战友不顾刺骨严寒，

脱掉鞋袜，涉水过江，迅猛攻占汉城。

还有一次，朝鲜发大水。和杨明礼一同考入

中南军政大学的 5 名同伴中，有一位叫田雨洲的

志愿军战士，奋不顾身跳入激流中抢救朝鲜老

乡，不幸牺牲，被评为“革命烈士”。

战友的牺牲，没有让他害怕，更加激发了他

的斗志。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全部 5次战役。

随着战 局 的 发 展 ，敌 人 实 施 细 菌 战 。1952

年，杨明礼染上黑热病，脾脏肿胀。送到后方医

院一检查，白血球被严重破坏，贫血，医生说再

晚来半个月就没救了。回国疗养了近一年，才慢

慢康复。

1955 年，杨明礼转业到内蒙古包头市兵器

工业部 617 厂工作。在这里，他入党、提干，并且

遇到与他携手 65 年的老伴杨兰贞。

比杨明礼只小 8 天的杨兰贞，毕业于保定师

范学校，是乡里第一个读书出来的女孩。“毛主席

号召我们建设边疆，我就到包头来了。”杨兰贞说。

杨兰贞生性开朗，总说自己记性不好。可 65

年前她和另外 4个姐妹被组织安排与杨明礼等人

举行集体婚礼时，5位新郎居然没做任何准备，这

让她至今“耿耿于怀”。最后 5 姐妹每人到互助社

借了 5元钱，买了一些糖果招待领导和同事。

1962 年 10 月，杨明礼调入同属兵器工业部

的军工企业 627 厂（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江麓机

电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子弟学校校长。因国家

筹建一批新的军工企业，1965 年，他作为筹备小

组成员调赴涟源，参加 343 厂（原湖南洪源机械

厂）筹建工作，任该厂工会主席。后来，杨明礼受

到“造反派”冲击，发配车间当电焊工。恢复工作

后，在厂车间党支部书记位置上干到退休。

“我是 1949 年 9 月参加革命工作的。但当年

填写入学档案时，领导要我们一律写成 10 月 15

日。半个月之差，我从离休干部变成退休干部。”

老人呵呵一笑。

二老育有四子，分别取名毅、力、刚、强，事业

有成。

在 92 岁寿诞的家宴上，杨明礼登台，给晚辈

留下了一席话：“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人们的幸

福，要敢于拼搏，迎难而上。要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党，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

蔡和森：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

一
封
书
信
传
清
风

—
—

毛
泽
东
写
给
毛
岳
乔
回
信
背
后
的
故
事

蔡和森。（资料图片）

每逢风雪骤 从容迈坎坷

入朝首战，缴获 28辆美军坦克
——访92岁志愿军老兵杨明礼

赵唯刚与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8日讯（记者 梁

可庭 通讯员 殷韵妤）“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

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日前，湘潭江声实验学校

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主题宣讲活动，湖

南省青年讲师团成员何杰带领青年们重温了那段

波澜壮阔、浴血奋斗的革命历史，赢得阵阵掌声。

3月以来，湖南共青团充分发挥组织化推动优

势，依托三会两制一课、“青年讲师团”“团干部上讲

台”“青联大讲台”“红领巾讲师团”等载体，扩充省、

市、县三级党史宣讲队伍，重点面向团干部、团员青

年、少先队员，开展“万人万场”党史主题宣讲。

株洲市青年讲师团讲师刘馨蔚走进中航工业

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与 300余名企业青年

讲述《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一百年》；湖南科技学院

20余名学生走进永州市零陵区香零山村村委会，

为老百姓讲述陈树湘、李达等革命家故事……截

至目前，湖南共青团累计开展小微型宣讲 4000余

场，直接覆盖青少年超35万人。

团省委书记李志超表示，将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增强听党话、跟党走

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五四精

神，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直接覆盖青少年超35万人

湖南共青团开展“万人万场”党史主题宣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璇

5 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一辆又一辆大巴车

从岳阳各县（市、区）冒雨出发，陆续抵达湖南省

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现场。当天，1200 多名曾参

与脱贫攻坚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员、脱贫攻坚典

型模范、后盾单位人员等分批进场，观看这场三

湘巨变背后的故事。

观展队伍里，湘阴县扶贫办副主任戴进波

总是走得最慢。每一幅照片里的笑脸、每一个场

景里的实物、每一个熟悉的名字……都令他久

久驻足，无限感慨。看到“安居扶贫”板块时，戴

进波回忆说：“2015 年以来，湘阴县投入 1.2 亿余

元 ，实 施 危 房 改 造 8392 户 ，危 房 实 现 动 态 清

零。”前不久，湘阴县扶贫办被授予“全省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戴进波表示，他们将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展览中，“天梯”照片被置于“贫困记忆”展

览墙的中间位置。照片里的孩子背着书包，在悬

崖间小心翼翼地攀爬着近乎垂直的梯子。这一

幕，令平江县加义镇咏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员

胡慧十分动容。“我刚进村走访时，就去看过住

在山上的村民，大人出行都很困难，更别说孩子

了。”近年来，胡慧和队员们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帮助贫困群众搬出深山，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

还给当地学校修建教学楼，捐赠 10 多台空调。

在湘赣红产品展区，新鲜水果、香浓菜籽

油、黄金茶等农产品一应俱全，不少观展市民通

过扫二维码，就可线上下单，直接快递到家。年

近花甲的涂时林是交通银行岳阳分行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员，他看到了“商机”：“我也想把平江

县龙门镇泉水村村民的鸡鸭鹅羊拿到展区卖，

扩大销售渠道，形成支柱产业。”

走进“希望田野”篇章，一幅青山绿水、良田

环绕的乡村图景前，“新生活 新奋斗”6 个大字

格外醒目，成了岳阳观展团热门的留影地。“作

为脱贫攻坚战役的参与者，我非常骄傲、异常自

豪。脱贫攻坚不是终点，我将为开启新生活、新

奋斗而时刻准备。”平江县驻村帮扶工作队的

“90 后”队员刘一夫完成了 6 年脱贫攻坚工作

“长跑”，即将奔赴乡村振兴一线。

回望脱贫路
奋斗再出发

“为开启新生活、新奋斗而时刻准备”
——湖南省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