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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7月 29
日电 今年 6 月底，在林伯
渠故居景区内，林伯渠生
平陈列馆正式开馆。人们
伫立在展厅橱窗前，听讲
解员讲述这位“革命老战
士”不平凡的一生。

林 伯 渠 ， 原 名 林 祖
涵，湖南临澧人，1886 年
生。从青少年时代起，他
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
族 灾 难 的 深 重 ， 忧 国 忧
民。1904 年春，林伯渠东
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
真 理 ， 受 革 命 思 潮 的 影
响，加入中国同盟会，在
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
思主义。从此，林伯渠将
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

1920年8月，林伯渠经
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
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 ， 成 为 最 早 的 党 员 之
一 。 1927 年 大 革 命 失 败
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
义。1933 年进入中央革命
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
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
长，并于 1934 年 10 月参加
长征。

参加长征时，林伯渠
已年近半百。长征路上，

林 伯 渠 有 五 件 宝 ： 棍 、
帽、草鞋、粮袋、军包。
他常常说：“行军带上五件
宝，不怕目的达不到。”每
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
提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
从瑞金带来的拐杖，照顾
着同志们。红军女战士李
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
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要
把光亮照着大家。”

1937 年 9 月 至 1949
年，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
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
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1937 年起，他多次担
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后 又 任 国 民 参 政 会 参 政
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
后，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1954 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1960 年 5 月 29 日病逝
于北京。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
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
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的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
道：一、遵守党章党纪。
二、戒骄傲自满。三、必
须 有 系 统 地 进 行 监 督 。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林伯渠同志的一生
是彻底革命的一生，是一
个 职 业 革 命 家 战 斗 的 一
生。”临澧县林伯渠故居纪
念馆馆长严清涛说，无论
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还 是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中，林
伯渠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
最前列，以他对革命事业
的无比忠诚，经受了历史
的严峻考验，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林伯渠：站在革命最前列

据新华社长沙8月1日
电 雷锋，湖南省望城县
（今 长 沙 市 望 城 区） 人 。
1940 年出生，7 岁沦为孤
儿。新中国成立后，雷锋
获得了新生。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下，他参加了儿童
团。在小学读书期间，他
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少 年 先 锋 队 。 小 学 毕 业
后，他当过记工员、通信
员、拖拉机手，1957年2月
加入青年团。

1958 年 9 月，雷锋响
应国家号召，到辽宁鞍山
当了一名推土机手。11 月
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
煤 车 间 工 作 。 他 工 作 积
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
为“红旗手”“劳动模范”

“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
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
鞍山市青年积极分子代表
大会。1960 年 1 月应征入
伍，同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雷锋是一位伟大的共
产主义战士，他牢固地树
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的远大目标。他忠于
党 、 忠 于 人 民 、 忠 于 祖
国 、 忠 于 社 会 主 义 ； 以

“钉子”精神挤时间刻苦学

习党的理论著作和科学文
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
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
丝钉”的精神，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
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
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
兵 ， 他 努 力 钻 研 驾 驶 技
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
驾驶员。担任班长后，他
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
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对
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
热 爱 人 民 群 众 ， 热 爱 集
体，关心战友，把“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
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
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去”。他生活
节俭，省下的钱用来帮助
受灾群众和家庭困难的战
友，并常常利用节假日和
休息时间到部队驻地附近
为群众做好事。他曾担任
校外辅导员，经常用自己
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少
年一代健康成长。他谦虚
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
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
不留名。出差时，他一上
火车就为旅客端茶送水，
打扫卫生，群众称赞道：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
了一火车。”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
锋 在 执 行 运 输 任 务 时 殉
职。在部队生活 2 年 8 个
月，他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 等 功 两 次 ， 受 嘉 奖 多
次，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
尚思想在军内外产生巨大
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
所在班为“雷锋班”。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发出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
号召。

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据新华社合肥 7月 31
日电 李克农，1899 年出生
于安徽芜湖。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
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
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
法，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
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
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因此被誉为“传奇将
军”。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
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
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
特别党小组组长。1930 年，
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从
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
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及
时掌握。1931年4月，中央
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
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
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
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
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
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
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
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贡
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
克农参与了苏区和红军的政
治保卫工作建设，参加了二
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国

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
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红军工作部部长。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
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
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
了秘密会谈，为争取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
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
献。

1938 年冬，李克农奉
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
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
南一带有了公开的代表机
构和领导核心。在此期间
李克农积极开展对国民党
桂系的统战工作，团结各
方人士，使桂林出现了一
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
局面。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
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
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
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
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
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
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
农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
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等职。1951 年曾参加朝鲜
停战谈判。1954 年曾任中
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
代表。1955 年被授予上将
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
解放勋章。1962 年于北京
病逝。

李克农的故居位于安
徽 省 巢 湖 市 烔 炀 镇 中 李
村 ， 是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基
地、安徽省十大红色旅游
景点之一，每年都会有无
数 人 来 此 瞻 仰 “ 传 奇 将
军”的英雄事迹。

李克农：隐秘战线的传奇将军

据新华社福州 7月 30
日电 陈嘉庚，1874 年出生
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
社，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
经 商 。 20 岁 ， 他 回 乡 完
婚，并出资 2000 元在集美
建立惕斋学塾。

1904 年，由于父亲企
业破产，而立之年的陈嘉
庚 以 菠 萝 种 植 加 工 业 起
家，并套种橡胶成功，创
业有成。1907 年，他代还
父债，在华侨社会中赢得
信誉。而后，陈嘉庚以经
营 橡 胶 业 为 主 ， 兼 营 米
业、航运业等多种行业，
于 1925 年前后事业达到鼎
盛。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
潮熏染下，陈嘉庚于 1910
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从
物质上支援辛亥革命运动
以及福建省财政。

1912 年，陈嘉庚筹办
集美小学校，之后陆续创
建中学、师范、幼稚园，
以 及 集 美 水 产 航 海 、 商
科、农林教育等，形成集
合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
集美学村。陈嘉庚坚信，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
乃国民天职”。他亲自规
划 、 监 造 中 西 合 璧 式 的

“ 嘉 庚 建 筑 ”， 并 礼 聘 名

师，于 1921 年创办了厦门
大学。

1928 年日本制造济南
惨案后，陈嘉庚领导华侨
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 10 月，他发起成立

“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
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
任主席。次年 10 月，他联
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
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
主席。陈嘉庚带头捐款购
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
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
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
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
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
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
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
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
为前线供应药品。

1939 年，陈嘉庚应国
内之请代为招募 3200 余位
华侨机工 （汽车司机及修
理工） 回国服务，在新开
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
抗 战 急 需 的 战 略 物 资 。
1940 年，他组织南洋华侨
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
安等地，并发表演讲，盛
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
希望在延安”。

1945 年 抗 战 胜 利 后 ，
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毛泽
东为其题词“华侨领袖，
民族光辉”。1948 年 5 月，
他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
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
国定居，先后任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
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
委 员 、 全 国 侨 联 主 席 。
1961年8月，陈嘉庚因病在
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
美鳌园。

陈嘉庚：华侨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