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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永远的怀念奋进的源泉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的日子。
32年来，全党、全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他一生勤恳、劳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就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一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工作的人。
他的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也正如李先念同志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之际所言：“恩来同志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坚贞的共
产主义者。
他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复杂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
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
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直至打
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恩
来同志终因心力交瘁，病重不治，于1976年1月8日逝世。
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正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的中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斗争的年代，正是
赢弱、贫穷、落后的中国开始走向强盛、富裕、文明的时代，恩来同志不仅从未间断地参加了党中央
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些伟大而艰难的斗争，而且毫无保留的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事
业，直到最后一息。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总理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
重。
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第二天，联合国总部全体成员国为周总理的逝世下半旗致哀。
对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
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今年3月5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组织编写了这本纪念文集，以纪念缅怀这位世纪伟人，开国总理。
倡议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
在数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收到了广大师生纪念缅怀周总理的一篇篇文章，而且还收到了曾经在周总
理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各界人士充满深情的回忆。
读着这些充满深情的文章，周总理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眼前。
我们今天编辑这本纪念文集，是为了纪念缅怀周恩来总理，更好地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学
习周恩来总理勤政爱民、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让我们在党的十七大路线指引下，努力实现周总理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遗愿，积极构建以人
为本的和谐社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永远的怀念>>

内容概要

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他一生勤恳、劳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就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一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工作的人。
他的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　　本书辑录了回忆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文章，共分6辑，主要作品包括：回忆在总理身边工
作的日子、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崇高的人品 渊博的学问、言传身教 铭记心间、博大的胸怀 亲切的教
诲、无限怀念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的万隆路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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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回忆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子：三、总理办公室：我能在总理身边工作，实在是我一生中的一
大幸。
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机构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我们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
因为当时还有3位副总理陈云、陈毅、习仲勋，也在院内办公，总理说：“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
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不过，当时那3位副总理都还有自己的秘书，一般并不找我们。
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不少，分工很细，分别联系政法、财经、文教、军事、外事等方面的业务。
我们每个秘书联系一定的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向总理汇报，以便于总理分轻重缓急处理各项政务。
总理办公室秘书最多的时候，好像有十六、七个人，但时间很短，大概是在1956年或1957年。
总理办公室人员有过两次精减：第一次是1957年年底到1958年年初，由十几个人精减到七八个人。
这是精减不是因为反右，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
陈浩同志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同志到农业机械部任局长；李琦同志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韦明同志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这次把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同志调来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同志任副主任，带着我们留下来的
几个人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
许明同志负责文教、卫生、劳动；周家鼎同志负责国防、政法、科技；蒲寿昌同志和我负责外事。
在西厢房办公的就是我们这4个人。
南院的顾明、戚建南、李岩3位同志负责财经方面，孙岳同志负责机要。
从1958年到1965年一共就是我们这8个秘书。
第二次精减是在1965年2月，童小鹏同志到中央办公厅，许明同志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顾明同志到国
家计委任副主任。
钱嘉东同志和我去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这样一来，总理身边就没人搞外事了。
钱嘉东和我白天在外事办公室上班，晚上还要去总理那里帮忙。
这样对付了一年，一看实在不行，只好又把钱嘉东同志调回总理身边。
这次精减很彻底，总理办公室从国务院的建制中完全撤销了，只留下一个总理值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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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是于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建的，从办学方针
到校址的选定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
周总理曾五次亲临二外，二外的成长和发展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从二外成立到现在的四十多年来，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周总理的永远的思念。
三十年前，二外“童怀周”小组编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就发行了200
多万册。
二外的老教师郑德芳、李越然、管震湖、苏琦等多次直接聆听过周总理的教诲。
2004年二外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二外毕业的学生自发筹款在校园内树立了周总理的铜像，我有幸主持
了周总理铜像的揭幕仪式。
在周总理曾经坐在学生之中参加辩论会的大食堂原址上，已建成新楼并被命名为翔宇楼。
2008年3月5日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二外党委决定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书名为《永远的
怀念》，并组成了以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为主的编委会，由党委书记段建国和我担任主编，李传松教授
任执行主编。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住在同一所别墅里，周总理住在楼上，彭真同志住在楼下，
我有幸跟随彭真同志。
在这些日子里，能天天近距离目睹周总理的风采。
虽然这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他不仅是人民的好总理，而且是我们几代共产党人的楷模。
我这次能够担任这本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文集的主编之一，感到既激动又光荣。
2007年春夏之交，早在抗战期间就在中共南方局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鲁明同志，现已年过九旬，得知
二外要出版一本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文集，和我相聚，并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鲁明同志还邀请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廖心文同志对文集的编辑给予了指导。
外交、文艺、体育界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直接聆听过周总理教诲的人士，以及已故的、
与周总理有着深情厚谊的文艺界名人的家人，出于对周总理的思念都为本书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文章。
曾任外交部部长、副总理、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这一切都使我深
受感动和由衷感谢。
二外院内特别是在1966年7月24日起周总理来二外视察的5天时间里和在其他场合直接聆听过周总理教
诲的同志们，也都抒发了发自内心的缅怀之情。
在二外长期形成的热爱周总理的氛围中，以周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指引，尤其是在党的十七
大精神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二外莘莘学子也抒发了他们的心声。
以上种种，使这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永远的怀念”。
本书由回忆文章(分四组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和专题研究组成。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郑雪来、蒋彦振、杨克木、陈惟于、杨成绪、刘广志、臧健、郝平、祝
彦、王金魁、张敦仁、孙家垄、纪焕祯、王春山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编委会办公室的苑容宏、舒虹
、王薇、李志杰等同志为本书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大量的辛劳，这一切都出于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崇敬和
思念。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只能挂一漏万地回顾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在此，祈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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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永远的怀念》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永远的怀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