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报纸记峥嵘
□王 丽

我家珍藏着一张早已泛黄的旧报纸，是
1946 年 3 月 15 日发行的第九期《盖平报》

（盖平即今盖州），算来已有 77 年的历史
了。这张报纸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其中既
有《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签订整军基本方案》
这样的新华社消息，又有《山东解放区军民
猛力开展和平建设恢复生产交通等已获良
好成果》之类的外地报道，还有《归州村农会
领导佃户实行减租运动》等本地新闻。从报
纸内容可见，《盖平报》对宣传党的政策、扩
大党的影响、指导革命斗争等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反映了盖平县解放初期的革命活动
和政治经济情况，是记录盖平县革命斗争史
的一份珍贵史料。

这样一份报纸，是如何诞生的呢？今
天，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一起回顾那
段革命往事。

1945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第一次解放盖平县。县长罗长
维在同年 12 月间找到盖平当地进步周刊

《文风》的主编鲁琪，动员他参加了革命工
作，并在县委书记赵君哲的支持下着手筹办

《盖平报》。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盖平报》创

刊号在 1946 年 2 月 16 日出版了，中共盖平
县委有了第一份机关报。报纸规格为八裁
对开，三日刊，每期两版。鲁琪负责采访、编
审、版面设计，赵君哲和罗长维审阅大样，县
印刷厂负责铅印，报社自己发行。报纸的主
要任务是宣传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报
道除奸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发表各地

恢复生产建设和参军支前消息等。
当时报社的人员非常精干。赵君哲书

记直接领导报社工作，亲自审阅稿件，实际
就是总编。报社内只有一个编辑室，除了
鲁琪担任编辑外，还有一位来自关内的陆
姓编辑和一位佚名记者。赵君哲书记的爱
人周婉戎是县委宣传部主管宣传教育的副
部长，所以她也常到报社一起研究编辑工
作。报社开始筹建时是在盖平县印刷厂内
办公，后来迁到县政府院内办公。为了方
便管理和开展工作，当时报社人员的左臂
都佩带一枚方形布制的臂章：背面印有科
别、职务、姓名等字样，正面印有单位名称、
编号和盖平县政府的方印戳记。

1946年3月底，因国民党军队进犯东北
各大城市，我党地方工作转入战时状态，仅
发行十几期的《盖平报》被迫停刊。但赵君
哲、罗长维、鲁琪等几位创办人继续投身革
命事业，奉献出青春乃至生命。1946 年 10
月 27 日，罗长维同志在辽宁海城被国民党
反动派枪杀，牺牲时年仅 28 岁。赵君哲同
志后来任中共旅大市委教委书记，1962年4
月在旅大因公牺牲，时年 49 岁。鲁琪同志
后来任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
作协黑龙江分会主席和《北方文学》主编。

如今，每次翻阅这张浸润革命先辈心血
的旧报纸，凝望铅字背后的炮火硝烟，都会
让我对奋战在中华大地的英雄们肃然起敬，
令我更加真切地感悟到：幸福来之不易，需
要倍加珍惜；奋斗没在终点，需要更加努力。

（作者系营口大石桥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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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解放军“特级侦察英雄”
杨子荣的第二故乡

□记者 王岩頔

核心提示：杨子荣，这位林海雪原中智擒“座山雕”的解放军“特级侦察英雄”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搬上银幕。1917年，杨子荣出生于山东牟平；1947年，牺牲于黑龙江。人们不知道的是，他在短短31年的人生中，有一多半时间是在
东北生活战斗，可以说东北是杨子荣的第二故乡。

人民政协学习座谈会的由来（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自到学习座谈会作报告

除周恩来外，刘少奇、彭真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也先后到学习座谈会作报
告。1951年，刘少奇两次在学习座谈会讲
话及作报告。

第一次是在5月13日，作关于学习马
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讲话。他指出：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10年、20年，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有它的
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的。如果目前即采
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人民是无益的。伤
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是破坏着
目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

第二次是在11月4日，作关于思想改
造问题的报告。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
进行思想改造的经验，指出：思想改造，不
只是对一般的人们需要，它首先对于共产
党人就是需要的。共产党人不是只改别
人，不改自己。共产党人在过去长时期内
进行了思想改造，在现在，仍然在进行思
想改造，在今后，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直到
完全改好为止。而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在今后还要取得
胜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保障。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说，我们共产党
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
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
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思想。他以个
人为例，介绍了自己直到“五四”运动以后
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当时接受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
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
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
接受的。他以此来说明若干共产党人还
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
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

刘少奇的这篇报告，从共产党人的视

角向民主党派介绍了思想改造的意义和
进行思想改造的态度方法，使参加学习座
谈会的同志尤其是民主党派人士受到很
大触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1951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
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资耀华的文
章《工商业者要从实践中进行思想改
造》。他说：“就我个人学习的经验来说，
在解放之初，每天都从头到尾用心阅读报
纸，见了马列主义的书刊也是随买随读。
但不知结合实际，更谈不到联系自己。”

“自从参加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
谈会，获得了比较有次序、有步骤的自学
和小组讨论，才得到了不少启发，认识到
学然后知不足。”“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学
习，才能求得真正的自我改造……坚决地
为人民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到学习座谈会
上作报告，但是他很重视学习座谈会对于
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积极作用。在毛泽
东看来，这种坐下来学习的形式加深了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
政策的理解，对于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我改
造的自觉性大有益处。

制定学习座谈会暂行办法

1950年6月17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
会制定了学习座谈会暂行办法，共有
七条：

一、全国委员会基于各民主党派的发
起和提议，为适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
等五个方面高级人员的学习需要，组织学
习座谈会。

二、上述各方面高级人员的参加，悉
依自愿原则，其有不愿参加学习座谈会而
愿依据学习座谈会计划自学者，亦得享受
各种必要的帮助。

三、学习的内容为马列主义理论和毛

泽东思想。
四、学习的项目及其程序暂定为：
1.思想方法论；
2.社会发展简史；
3.国家学说；
4.中国革命问题。
学习思想方法论，以斯大林著《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学习材
料，每两周举行讨论会一次，学习进度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但以不超过八次为原
则。

五、学习座谈会的进行方式，以自学
为主，以小组讨论及报告会为辅。参加者
依据学习材料及提纲进行自学，小组开会
时按照预定的题目进行讨论。为了帮助
学习和解答问题，由学习干事会邀请专家
于适当时间作报告。参加小组会及报告
会，亦均可自由选择。

六、学习方法，通过自由论辩，相互帮
助，力求领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
意，同时着重联系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
及参加者个人的经验与工作。

七、学习座谈会之工作机构为学习干
事会，由学习座谈会推选若干人组成。

《暂行办法》的制定，明确了学习的原
则、内容、方式、方法和工作机构等，使学
习座谈会的组织开展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1954 年 12 月，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进一
步明确了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即“学习马
列主义”，强调“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
制”，对于有的政协常委“要提倡努力改造
思想，三勤夹一懒”。正是在这次座谈会
上，毛泽东把学习列为人民政协的五大任
务之一。同年，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
过了第一部《政协章程》，学习作为各级政
协的一项重要任务被第一次写入章程
总纲。

记者 王岩頔 整理

政协知识讲座

核心提示：学习座谈会是人民政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创立的一种学习组织形式，
在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理论政策水平、广泛凝聚智慧建设新中国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东北日报》对杨子荣生擒座山雕的报道

黑龙江海林县杨子荣纪念馆杨子荣雕像 杨子荣用过的望远镜和枪支 本稿图片均为资料片

少年杨子荣曾两次到丹东谋生

杨子荣参军前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丹东
度过的。他生在山东，长在丹东，也正是在
丹东的生活经历为他日后参加解放军智擒

“座山雕”打下了基础。
杨子荣原名叫杨宗贵。因家中生活贫

苦，1920年春天，杨子荣的父亲杨世恩一头
挑着4岁的杨子荣，一头挑着他刚出生不久
的弟弟，领着母亲杨宋氏和 13 岁的姐姐、7
岁的哥哥，搭着乡亲的船去闯关东。

几经周折，他们一家最终落脚在安东
（今丹东市）郊外的大沙河村（今丹东市沙河
镇）。杨子荣的父亲当瓦工，姐姐学纺丝，母
亲背着小的拉着大的捡废品谋生，家里常常
连面糊糊都喝不上。到了第一年的冬天，杨
家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万般无奈之下，杨子
荣的父母只得把全家分开来求生。父亲和
姐姐留在丹东，母亲带着杨子荣三兄弟回山
东老家。

到了杨子荣 13 岁那年，生活所迫下母
亲杨宋氏托人把杨子荣再次带到丹东。

1930年，杨子荣第二次来到丹东后，为
了减少家里的负担，便开始在姐姐做工的厂
里当学徒学缫丝，挣钱养家。他每天起早贪
黑，在热气腾腾的蒸锅旁备料煮茧运箩搬
筐，付出的劳动只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却
只能拿到一半的工钱。

三年学徒期满后，杨子荣成了缫丝的一
把好手。他见每月能挣12块钱便动员在山
东老家的哥哥和他一起干，多挣些钱改善家
中生活。不过这时的东北已被日本侵略者
强占，等杨子荣的哥哥来到丹东后，丝厂已
被日本人垄断，不仅不招新工人，连老工人
也要裁减，工资也降到了9元。

这样一来兄弟俩朴实又美好的愿望破
灭了，杨子荣便带着哥哥到其他丝厂找活
干。他们满怀希望地进入一个个丝厂应
聘，又带着失望出来。最后，兄弟俩不得不
在鸭绿江上帮人搬木头、扛大包，凭力气
吃饭。

偏偏祸不单行，这时杨子荣的父亲因劳
累过度病故，姐姐又失踪不见。不久之后，哥
哥也回山东了，杨子荣便独自一人留在丹东
闯荡。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东北，劳
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杨子荣找不到工

作，只好到鸭绿江上当船工，在烈日暴晒和风
吹雨淋中逆水拉纤，尝尽了人间疾苦和辛酸。

在鞍山勇敢反抗日本监工暴行

丹东市红色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曾韧对
记者讲述，杨子荣在丹东吃过很多苦，但也
结识了各色人等，有逃荒的乡亲、有行会帮

派，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过。
1940 年，杨子荣跟着拜把子兄弟阎喜

全来到了鞍山千山采矿区当矿工。这时，一
些听到杨子荣当了矿工消息的朋友都来矿
上投奔他。矿上看杨子荣带来这么多人、这
么有号召力，就让杨子荣当上了“小把头”，
手下也渐渐有了200多人。

曾韧介绍，在鞍山当矿工的这段时间
里，杨子荣曾使用过“杨子荣”这个名字。这
时，他还刻了一个“杨子荣”的印章，并用这
个名字领过工钱，当时的矿工们也都叫他这
个名字。

当矿工这段生活更是艰辛。在两年多
的时间里，杨子荣天天在山洞里运矿石，一

天干十几个小时，吃的都是发了霉的高粱米
和掺橡子面的窝窝头，动不动还要遭受日本
工头的毒打。

不过，杨子荣当把头却不准别人欺负他
手下的人。起初他不知道矿是日本人开的，
后来知道了他想不干，可想到手下200多人
的生计，便留了下来。

1943 年春天，一个矿工被日本监工毒
打，杨子荣实在忍无可忍，夺过鞭子把日本
监工狠狠地抽打了一顿。随后，杨子荣害怕
日本人报复，便在工友们的帮助下逃离了鞍
山，回到了山东老家。

再赴东北作战成虎胆英雄

杨子荣回到山东老家后，积极参加抗日
活动，先是参加了民兵，1945年又参加了八
路军。

正是在东北这些年的经历，让他熟悉了
东北地区的人情世故、乡风民俗，也了解行
帮黑话暗语，社会生活知识非常丰富。

杨子荣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聪明，
能够看书。他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水浒》
等古典文学小说，在书中学到的一些兵法战
术，也激起他勇于斗争的精神。

杨子荣口齿伶俐，说古道今能言善辩。
他把东北地区的许多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讲
得绘声绘色。他还学过几套拳脚，臂力过
人，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机敏果敢。这些因
素促成他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

在山东老家参加八路军的杨子荣，在
1945年10月随部队开赴东北，赴牡丹江地区
剿匪。1946 年 1 月杨子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47年1月下旬杨子荣带领战士侦察土
匪座山雕的线索，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及其
部下25人活捉。2月23日，杨子荣在剿匪战
斗中壮烈牺牲。

杨子荣当兵的时间不过一年零五个月，
他之所以在短时间里成为一名战斗英雄离
不开党的培养。但丰富的生活阅历，是杨子
荣成为侦察英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杨子荣参军前在东北成长了十几年，这
十几年他好像一直在做着一种准备。当他
参军后又一次回到东北，正是他之前人生积
累的爆发和升华。他化装侦察是那样地自
如，在他熟悉的土地上穿梭，犹如鱼之遨游
于大海。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被传颂。

杨子荣当上侦察排长后参加表彰大会合影（后排左4为杨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