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吳德同志調北京工作。此後十年

間，他擔任了北京市及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

導職務。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共和國歷史上

不平常的年代，他目睹了政府失去權威、「一

月奪權風暴」後的動亂。下文為吳德口述。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1966年5月中旬，
李富春同志打電話給東北局，傳達中共中央調
我到北京市工作的決定。我當時任吉林省委第
一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同志
打電話通知我，到瀋陽匯報和交代吉林省委的
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東北局文教方面的工
作。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戀，同時
也知道「京官」難當。我見到宋任窮時，提出
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窮說：工作需要，中央的
調令，不能不去。我又問：北京的情況怎樣？
他談了些，又簡單地說：彭真出了問題。我追
問：彭真出了什麼事？宋任窮說：你到北京後
由中央同你談。任窮同志不願多談。

成立專案組 審查彭、羅、陸、楊
我在瀋陽待了幾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

時，為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開
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4日—26日)，毛澤東當時
在外地，劉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
出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
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
書記職務。彭真還被撤銷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和市長的職務，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
記。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專案審查
委員會，審查彭、羅、陸、楊，他們的問題由
所謂「對抗文化革命路線」上升到了「反黨集
團」。　
我到北京後，先去見了鄧小平同志。小平同

志笑 說：歡迎你來，中央決定你到北京市委
工作，李雪峰任第一書記，你任第二書記。鄧小平要我先
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北京的情況由李雪峰與我談。　
政治局擴大會議已臨近尾聲。我聽了最後兩三天的會

議，聽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等的講話。他們
都是 重講毛澤東思想如何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等問
題，因為前一段的會議我沒有參加，許多事情不接氣，聽
不懂。這時彭真同志已經不參加會議了。

設立工作組 整頓北京的秩序　
我到北京後，也就去見了葉帥。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首

都工作組，葉帥是組長，辦公室主任是王尚榮。工作組一
是改組了北京衛戍區，傅崇碧任司令員，黃作珍任政委，
衛戍區調進了兩個野戰軍的主力師(七十師、一八九師)。
葉帥對我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
席不能回來。二是改組北京市委。我來北京前的二十幾
天，華北局派池必卿、黃志剛率工作組進駐市委，調查市

委的「罪狀」。三是改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
副部長凌雲以華北局工作組的名義進駐北
京市公安局。根據工作報告，中央負責
同志批示將市公安局局長、副局長等八
個負責人先後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長邢
相生逮捕後，公安部又派來一個局長叫李

釗。後來，李釗也被捕了。 （六之一）

■摘自：《十年風雨紀事》

■文革大字報遊行。 網上圖片

11歲女生因越過「三八線」被同桌戳破右
眼晶體。9日下午，廣東肇慶端州城區龍禧小
學5年級2班的教室裡發生了令人痛心的一
幕，小敏和同桌在課堂上發生爭執，右眼被
戳傷導致眼睛晶體破裂，醫生稱即使三次手

術成功，小敏右眼視力也只能恢復至0.1左右。
在高要人民醫院眼科病房裡，記者見到了右眼

被戳傷的小敏。原來，9日下午小敏在上語文課
時，腳不小心伸過了和同桌男同學小豪之間的
「三八線」，雙方引起了爭執。「然後他就伸手過
來打我的臉，手裡的鉛筆末端就插進我的眼睛
了。」
據小敏的主治醫生范衛介紹，小敏被送到醫院

時，右眼傷得比較嚴重，在她眼
前比劃手指，她只能模模糊
糊地看見。「經過診斷，我
們發現鉛筆是戳到她的眼球
中間，大概有4—5毫米的
裂痕，所以馬上進行手
術。整個治療過程需要進
行三次手術，由於眼睛晶體
已經破裂，必須植入人工晶
體。」 記者聯繫了小豪的媽媽，
她表示，孩子弄傷同學的眼睛是
不對的，但是如果要負擔所有醫藥費
則不可能。 ■《廣州日報》

在湖南省益陽市高新區朝陽街道辦
事處下轄的羊舞嶺村，有一座被網友
戲稱為「山莊別墅墳」的合葬墓，墳
的兩邊被掏空，墳主用水泥修了一道
「天路」。這則網帖發出後，受到網友

的關注。截至14日晚，帖子的點擊率超過
21,000次，網友在跟帖中戲稱這是「釘子
墳」。
網友「老松」在紅網論壇發表了一則題

為「傳說中的『山莊別墅墳』，清明節前爬
高登險，給先人掃墓」的網帖，帖子中附
上了幾張現場拍攝的照片。照片顯示，這
座「山莊別墅墳」四周均被掏空，只剩下

一座孤零零的土堆矗立，旁邊還有人修建
了樓梯和扶手。
這座墳是羊舞嶺村村民曹先生父母的合

葬墓。曹先生的弟媳李志華說，在她印象
中，這片土地大約是2010年左右被挖掉
的，墳成為「孤島」後，家人無法在清明
節這天去掃墓，所以他們花錢修了水泥樓
梯和扶手。
記者來到朝陽街道辦事處試圖了解事情

真相。朝陽街道辦事處書記李立舟向記者
解釋，墳所在位置的土壤質量很好，村小
組將土賣給了別人，買方將土挖走，於是
出現了「釘子墳」。 ■《瀟湘晨報》

「這房子搭成這樣真是霸氣外露，為住在裡
面的人捏一把汗。」近日，一張「城堡」照片
在新浪微博上被瘋狂轉載，位於上海虹口區梧
州路上的一老式臨街民宅因從2樓擴建到5樓，
而被網友戲稱為「歐洲城堡」，「空中之城」

等，甚至有不少網友帶上相機前去一睹其真面目。
記者根據網友留下的線索，追尋「城堡」的下

落。該「城堡」位於虹口區梧州路沙涇路附近，距
著名的1933老場坊百米之遙。小樓共5層，比周圍的
房屋足足高出3層，遠看像是搭上去的積木，顯得頭
重腳輕。頂層為歐式建築風格，小尖頂、落地窗一
應俱全，屋頂高度超過一旁的架空線。繞到側面
看，房屋寬度超過5米，牆面有明顯的拼接痕跡。記
者注意到，一部分樓板已騰空，另有一側牆面剝
落，看起來搖搖欲墜。
隨後記者從其所屬的江夏居委會了解到，該建築

物屬私房，已經存在了幾十年，是歷史遺留問題。
不久前，嘉興路街道城管科已上門調查取證，市民
希望有關部門能採取措施，盡快整改如此危險的
「空中樓閣」。

■《新民晚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開飯店
講究的是品種全，菜式多，可是在長春市桂林路，
記者近日發現了一家名為「鍋包肉」的外賣檔口，
每天只賣一道菜，生意照樣紅紅火火。
「給我來兩份小的，打包帶走。」，「一份大的，

打包。」從10時到10時30分，雖然還沒到午餐時間，但
是半個小時內，已經有二十幾個人前來購買，甚至出現
了排隊現象。
記者和小店的老闆劉國成聊了起來。據他介紹，鍋包

肉以酸甜可口外酥裡嫩為特色，很受東北人歡迎，很多
顧客紛紛將鍋包肉打包。這個現象啟發了他，如果開設
一家專賣店，把鍋包肉做成新疆羊肉串、四川麻辣涮串
那樣的休閒小吃，肯定有市場。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這家店外賣鍋包肉分22

元的大份與12元的小份兩種。每天能賣200份左右，利
潤相當可觀。鍋包肉之所以生意紅火，除了味道和口
感，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它顛覆了傳統的經營模式，鍋包
肉當做休閒食品去賣，迎合了都市生活快節奏的特點，
更符合目前餐飲市場的規律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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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前有「天路」「山莊別墅墳」走紅網絡

小店只賣一道菜每日排長龍

■違章搭建的「城堡」在一排兩層樓民宅中「鶴立

雞群」。 網上圖片

■墳的四周被掏空，一座土堆矗立，旁邊修建了樓梯和扶手。

網上圖片

越過「三八線」女生險被戳瞎

■人們排隊購買鍋包肉。

《山楂樹之戀》的熱

播在內地掀起了一陣懷

舊風潮，日前有內地媒

體也藉 這次機會舉辦

了「尋找父輩的愛情故

事」這個活動，希望能

找到像靜秋和老三那樣

純真的愛情，也能勾起

一代人的美好回憶。活

動推出後反響特別強

烈，1964年出版的一元

人民幣上的女拖拉機手

梁軍講述了她和老伴半

個多世紀的完美婚姻。

■《揚子晚報》

人民幣
拖拉機

手

延續山楂樹之
在 1962年4月，中國發行的一元人民幣上有一位英姿颯爽的

女拖拉機手，她就是當時的「勞模」梁軍，幾十年過去
了，已經成為梁奶奶的她帶 自己的愛情參加了「尋找父輩愛
情故事」的活動。
說起和老伴一起經歷的風風雨雨，梁奶奶記憶猶新：「我還

記得我12歲的時候我母親為了給哥哥換結婚的錢，就給我找了
婆家，未婚夫是我的表哥，舊社會就是這樣的，我雖然答應了
母親的要求，但是也提出了我的條件，那就是讀書，我還記得
當時我12歲，未婚夫14歲。」

不敢公開的愛情
梁奶奶繼續娓娓說道：「在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後我就去

讀書了，讀了四五年書後我就回到未婚夫家做童養媳，當時未
婚夫已經去參加抗日了，後來我去找他，也希望參加抗日，在
他的幫助下我當上了一名老師。」
當上老師後的梁奶奶總覺得自己有婚約在身，不敢有任何

「想法」，然而在一次學習過程中，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
子」。「那時在學習的時候，我遇到了他，覺得他各方面條件都
很好，於是我寫信給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得到他們的批准
後才敢和他一起學習，一起聊天，但是還是什麼都沒表示。」

回憶到這裡，梁奶奶臉上露出了幸福
的笑容:「我們一直保持 這樣的單純關
係，直到後來領導都催我們結婚了，我心裡還
是有點不敢，周圍的同學也是等到我們結婚了，
才知道我們在談戀愛。」
梁奶奶的故事讓大家想起了老

三和靜秋那段不敢公開的愛情，
不過梁奶奶幫靜秋和老三「延續」
了這段美好的故事。梁奶奶和
老伴最終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不過年輕氣盛的他們還是有過
一些小摩擦，梁奶奶笑 說：
「那時候我是『勞模』，有很
多人都有想和我在一起的意
思，老伴那時候經常問我這
些，最後他承認自己在吃
『飛醋』。」在堅定了愛情
後，這些生活小插曲不但
沒有為梁奶奶和老伴的生
活帶來不快，反而讓他們更加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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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16日，無產階級革命

家、軍事家陳賡在上海逝世，享

年58歲。陳賡是湖南湘鄉人，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

校第一期畢業，參加了南昌起

義，任營長，後赴上海在中共中

央機關做情報工作。歷任中國工

農紅軍四方面軍十二師師長，紅

軍步兵學校校長，紅一軍團第一

師師長，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

旅旅長，太岳軍區太岳縱隊司令

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司

令員兼政委，西南軍區副司

令員兼雲南軍區司令員，雲

南省政府主席，中國人民志

願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兼政

委，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

令員，解放軍軍事工程學

院院長兼政委，解放軍副

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

主任，國防部副部長，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

銜。

大將陳賡逝世

■梁軍就是1964年出版的一元人
民幣上的女拖拉機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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