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5月31日，中蒙友好互

助條約在烏蘭巴托簽訂。同年

10月12日起生效。締約雙方表

示：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

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平

等互利的基礎上，鞏固和

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中蒙簽訂友好互助條約

「文革」初期，主持軍委工作的葉
劍英認為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
的堅強柱石，認為軍隊絕對不能亂。
為此，葉劍英與陳毅幾位元帥和總政
治部主任蕭華等多次研究後，制定了
一系列穩定軍隊、保護幹部的措施，
並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

葉被打成「黑幹將」 獲周保護
1968年3月，林彪、江青製造了所謂

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
碧）事件」，誣衊聶榮臻、葉劍英等
元帥是「黑後台」，對葉劍英進行打
擊和批鬥，同年11月，葉劍英被打成
「二月逆流的黑幹將」。處境艱難的葉
劍英得到了周恩來的保護。1969年春
節，毛澤東找幾位元帥談話，要他們
到工廠去蹲點做調查研究，葉劍英被
指定到新華印刷廠進行勞動鍛煉。
這期間，周恩來十分關心已72歲高

齡的葉劍英，他特意派楊德中去看望
葉劍英，並帶話囑咐葉劍英千萬注意
身體。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
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大會
上，林彪作的政治報告中再次批判
「二月逆流」。但因毛澤東、周恩來的
親自提議，加上葉劍英德高望重，在
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當選為
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林彪一夥並沒有
放棄對葉劍英的迫害，1969年10月，
他們借口以所謂的緊急戰備的需要，
迫使葉劍英等許多老同志離開北京奔
赴外地，葉劍英被「流放」到長沙，
以後又輾轉到岳陽、湘潭、廣州等
地，受盡了林彪及其追隨者們的冷
遇、刁難和折磨，而身在北京的周恩
來心中時刻惦記 葉劍英，他多次打
電話慰問葉劍英。

周向毛舉薦葉 一致對抗「四人幫」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外逃葬身外蒙，周恩來抓

住批林整風的時機，及時向毛澤東建議讓葉劍英主持
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並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這樣一
來，急於篡黨奪權的「四人幫」便把攻擊的矛頭對準
周恩來、葉劍英。1975年1月，全國四屆人大召開前
夕，江青等人企圖通過四屆人大獲取總理、人大委員
長等人大政府最高權力，進行篡黨奪權。他們派王洪
文搶先到長沙見毛澤東，污衊周恩來、葉劍英會像廬
山會議一樣搞政變，提出由江青來「組閣」。毛澤東嚴
厲地批評王洪文，叫他以後「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談談」。關鍵時刻，病重中的周
恩來與葉劍英商量後帶病赴長沙向毛澤東請示全國

四屆人大人選，經毛澤東同意和全國四屆
人大通過：由朱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任
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葉劍英任中央
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四之三）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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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左)和周恩來。 資料圖片

8歲半的女孩林林是西安
市一名二年級的小學生，
近日，她的家中失竊，爸
爸媽媽給她送的生日禮物
—手機被盜。林林給小偷

寫了一封圖文並茂的信，貼在小
區大門口，希望能找回她的手
機。
28日，記者在衛民社區見到了

林林：身穿連衣小花裙，腦後紮
的羊角辮翹得很高，脖子上繫
紅領巾，約1米4左右的個頭。
「怎麼想起給小偷寫信啊？」

記者問。

「是電視劇《便衣支隊》給我
的啟發，我想小偷叔叔也是迫不
得已才偷東西的，心還是好的，
所以寫信想讓小偷叔叔回心轉
意，把手機給我送回來！」林林
說：「我喜歡畫畫。那漫畫是一
組哭泣的我，不高興的我，也是
傷心的我，小偷叔叔看了以後，
知道我很難過，肯定會把手機還
給我的。」 ■《三秦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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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禮物被盜女童寫信求歸還

「隨時可滾蛋」
老師辱罵學生「三無」

失聯30年
老人尋「團長」過「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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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翁舒昕 福州報道）

兒童節不是小童專屬，今年62歲的福州老人宋
建安，通過當地媒體報道，希望尋找50多年前
的兒童團團長楊克明，一起過六一兒童節。
「對年輕人來說，『兒童團』這個詞只有在

老去的電影或小說中才能見到，這卻是我的親
身經歷，也是我最寶貴的記憶。」宋建安在1961年5
月加入了福建雙杭公社上杭大隊治安兒童團，當時
團裡有十幾名成員，17歲的楊克明是「孩子王」，既
是團長又是老師，所有的活動都由他指揮。
「楊克明比我大6歲，兩家是鄰居，關係非常熟

絡。」 宋建安說，30年前，由於老房子拆遷，大家
都搬離老宅，從此失去了聯繫。
宋建安至今還保存 51年前的全體合影。回憶起

當年不禁嘴角上揚，他說，那時候楊克明帶領一群
「娃娃兵」們唱《共產兒童團歌》，站崗放哨；組織
他們學習文化、宣傳新思想和新風尚，反對封建迷
信等惡習。

「你們家無權無勢無錢，你就是一個『三無』
人員，你隨時可以滾蛋！」近日，有微博爆料
稱，北京22中學初二學生言覃在學校遭老師辱
罵。記者29日獲悉，該校校長已當面向學生家
長道歉。言覃今年13歲。

10日，上政治課時，言覃與其他同學講話，被老
師罰站。罰站過程中，言覃發現自己的鞋帶鬆了，
就蹲在地上繫鞋帶，被政治老師「狠狠瞪了一
眼」。老師見言覃仍在繫鞋帶，走過來踢他，並將
他踹至門外。
後來，言覃被叫到老師辦公室，兩位老師先後

與他談話。隨後，年級組長王靖老師「氣勢洶洶
地跑了過來」，衝言覃大吼道：「第一，你戶口
不是北京的！第二，你是借讀生！第三，你在校
長那還是掛 名。而且，你們家無權無勢無錢，
就是一個三無人員，你隨時可以滾蛋！」孩子回
家後覺得好委屈，最後就回了湖南老家，在家休
養。
24日，言覃的爸爸就接到學校電話，希望他能去

學校溝通。25日，言覃的爸爸來到學校，校長高宇
軍親自接待他，就老師的不當言行和對言覃的處
理，向他道歉，並表示要對處罰、羞辱言覃的兩位
老師給予處理。 ■《羊城晚報》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王穎、通訊員 王建

新 長沙報道）神采奕
奕，談笑風生，還即興
「秀」起了三步上籃和俯
臥撐⋯⋯30日，亞洲第二
例接受肝胰聯合移植的患者
姚先生在長沙接受媒體聯合
採訪，向公眾展示自己創下
的生命奇跡。經文獻檢索，50
歲的姚先生是目前亞洲生存時
間最長、生存質量最好的肝胰聯
合移植患者。
據了解，多器官移植技術是器

官移植領域最為複雜的尖端技術,
是現代醫
學、尤其
是外科學發
展的標誌性
成果。除了
該病例，湘雅
二醫院還曾創
下心肺聯合移植
患者及全腹腔八
大器官聯合移植
患者健康生存時
間的兩項亞洲紀
錄，這均標誌
中國多器官聯合
移植已邁入全球
先進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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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溫州平陽縣有位七旬老漢徐某，為了
籌藥費醫治肝病，這個毫無安全生產知識的
文盲居然「自學成才」，五年時間裡在家中簡
陋的地下室裡生產威力強大的黑火藥賺取醫
藥費。文成縣、平陽縣兩地警方聯手一舉端

掉了這個時刻威脅村民安全的「地下火藥庫」，
當場查獲黑火藥68.39公斤、發射藥
83.94公斤，其他易製爆危險化學品
約100公斤，成功破獲了這起非法製
造、儲存爆炸物品案。

據徐某交代，現年72歲的他患
有肝病多年，一直為藥費發愁，
2007年8月，一些村民無意中跟
他問起是否有黑火藥，他便產
生了自己購買原材料製造這類
物品以此賺錢治病的念頭，經
過多次嘗試，他終於成功研
製出黑火藥。為防事情敗
露，徐某將買來的原材料
和製成品爆炸物都藏在自
家的地下室裡，有人購買
他才取出銷售。

警方表示，徐某製造
的黑火藥是國家明令
禁止個體生產和使用
的，非法儲存一公斤
以上就已經達到了
刑事處罰的標準，
根據相關法律，
徐某起碼要判刑
十年以上。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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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陝西省寧強縣陽平關鎮竹壩河小學學生放飛自己組裝的橡皮筋動力飛機。

「六一」兒童節前夕，陝西省寧強縣青少年中心工作人員來到「5．12」地震災區陽平關

鎮竹壩河村小學，給這裡的留守孩子們帶來60套橡皮筋動力螺旋槳飛機玩具，教他們飛

行原理，並一起組裝放飛，開心迎接兒童節。

新華社

■50歲的姚先生是目前

亞洲生存時間最長的肝

胰聯合移植患者。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8歲女孩寫的信。 網上圖片

■網上漫畫

■蒙古國國旗

網上圖片

四川雙流農民工曾

凡根和他的父親，是

我們身邊再平凡不過

的一對鄰家父

子。 2 0 1 0

年，隨 父

親 重 病 住

院，萬千思緒

在筆尖，化作一

首獻給父親的歌詞

—《不准倒下》。如

今，曾凡根只希望能有人

為這首詞譜曲，完成

他為父親寫歌、

唱歌的心願。

■四川在線　

今年49歲的曾凡根在雙流某油漆公司打
工，讀書只到高中，從未學過歌詞韻

律，這一切並不妨礙他為父親寫首歌。曾凡
根，1米65的個子，很瘦，笑起來靦腆得像
個孩子。2010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夜晚，父
親曾耀如因為風濕疼痛、糖尿病等數病齊
發，住進了成都市空軍醫院，7月23日，醫
院下達了病危通知書。
「那天，我真的以為父親不行了」，看

躺在病床上不斷抽搐的父親，曾凡根腦海裡
一片空白，握 父親的手，一遍遍地喊 ：
「不要倒下，要堅持，堅持！」經過半個小
時的緊張搶救，父親終於脫離了危險，卻被
送進了監護病房。望 全身插滿管子、昏迷
不醒的父親，曾凡根心如刀絞，與父親相處
的點點滴滴，湧上心頭，「只想找個發洩的
出口」。

病床前的靈感
曾凡根記得，《不准倒下》的歌詞是在父

親的病房內創作完成的，前後花了不到半小
時。「這並不是初稿」，曾凡根笑說，歌詞

文本都是後來重新謄寫的，之前怕錯過靈
感，歌詞都是即興記在手臂上的，次數太
多，一度洗都洗不乾淨。
入院一周後，父親終於恢復意識。一個晴

朗的下午，曾凡根趴在床邊，抓 父親的
手，小聲念給他聽。「歌詞很
短，我念到一半，就聽到父親發
出嗚嗚的聲音」，他望向父親，
發現父親也正看 自己，眼裡滿
是淚水，當歌詞讀完，父親已
是淚流滿面。

父親曾經是神
「從來沒想過，父親有一

天會變老」，回憶起年輕時的
父親，曾凡根很認真地說。
家中總共5個孩子，曾凡根
排行老三，印象裡，小時
候父親總是把自己扛在肩
膀上，走在鄉間的小道，
讓自己唱歌給他聽。
家中院壩裡，長 一

棵皂角樹，每到夏天，草長鶯飛，伴 蛐蛐
的叫聲，曾耀如便蹺 二郎腿坐在樹下，饒
有興致地給孩子們講《西遊記》裡各種有趣
的故事，「當時就覺得父親是神，什麼都
懂」，當時，聽父親講故事是生活中最大的
樂趣。

爸，我不准你倒下 民工為病重父創作歌詞

屋企當「軍火庫」
私藏火藥70公斤

《不准倒下》摘錄
「不准倒下，我的大

樹，我的大樓，我要您

站起。」

「不准倒下，不准彎，

不准曲，還有天，還有

地，還有我，風風雨雨和

您在一起。」

「我不准您倒下，說好

了，您不倒下，我們還要一

起走。」
■曾凡根最大的願望是讓

歌詞變成歌曲。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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