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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共名人在广东》收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80位中共名人在广东工作、战斗、生活的故事
共87篇，约60多万字。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辈风采篇”，选用中共名人上世纪20年代初至1978年在广东的故事
；第二部分为“改革风云篇”，主要选用中共名人1978年至2002年在广东的故事；第三部分为“科学
发展篇”：主要选用我党重要领导人
2002年以来到广东指导、视察的故事。

《中共名人在广东》中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热情讴歌我党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
奋斗的光辉历史，讴歌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光辉业绩，展现我党建
党90周年来重要领导人和先烈在广东的风采，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以他们感人事迹和崇
高品德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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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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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游泳，他说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
广东省委知道他的这一爱好，1954年安排他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
为了保卫安全，越秀山前前后后封闭了一个月，游泳池也搭上棚子围起来。
游泳用的泳衣、浴巾、拖鞋、救生设备和休息室的桌椅板凳、茶具等，事前也一一做了周密准备和安
排。
毛泽东对越秀山游泳池并不满意，第一他觉得那个游泳池太小，第二他知道把老百姓赶跑了，怕拖累
群众，所以想到珠江里面自由自在地游。
　　其实，1954年毛泽东就提出过要游珠江。
当时，广东省委组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了调查。
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字条：“毛主席，这
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
”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
”然而，1956年这一次毛泽东却下定决心要到珠江游泳，谁也挡不住，只好派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
可靠的游泳尖子陪他到珠江游泳。
　　这一天，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停泊在小岛旁的“花船”，向西溯江而上。
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和江风的吹拂，欣赏着珠江两岸
的秀丽景色。
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就是毛泽东要下水的“白鹅潭”。
为什么选在白鹅潭？
因为西江从这儿进入到珠江水系，这儿是上游，相对稳定、安全。
“花船”缓缓停下，毛泽东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
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
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入水中。
　　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他回头一看，见不熟水性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还在船上，就打趣说：“你们两
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局长，天天说保护我，现在我在水中，你们却在船上，要是我淹死了怎么
办？
”在宽阔的珠江江面上，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显得逍遥自在。
毛泽东率领着一小队敢于搏击风浪的健儿，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
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
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花船”，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
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
”引起船上阵阵欢快的笑声。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基本上每天都到珠江去游泳。
对于他的出行安全，接待小组想尽一切办法，即便是如此周密，还是有很多人能看到他在珠江里畅游
。
此后，毛泽东每次到广州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必定要下珠江畅游。
白鹅潭、黄埔、二沙头等处，他都下去游过，而且哪里水流急，他就越喜欢往哪里去。
 这次畅游珠江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者，决定到武汉去，实现他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
5月3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以63岁高龄第一次畅游长江，并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
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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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
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
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
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
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跟身边工作人员约定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
、吃粮不超定量，连他一向爱吃的红烧肉都停了。
在广州视察期间，工作人员趁机为他加菜，却被他“克”了一顿。
在这个时期，为节省汽油，毛泽东和秘书、警卫等5人共乘一辆车，使负责接待工作的苏汉华深受感
动。
　　毛泽东不仅践行勤俭持家，还时刻铭记要勤俭建国。
他深知，中国还很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源，容不得半点浪。
1956年视察广州造纸厂时，他在磨木车间磨木面平筛旁，看到几个存放着磨木粗渣的箩筐，上前拾起
一束粗渣，仔细地察看着、思考着，然后转身询问一旁的封贯之厂长：“这是不是经常有？
还有没有用？
”封贯之老老实实回答：“磨木机生产经常有粗渣，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
”毛泽东稍有不悦，督促道：“要尽快利用起来！
”视察第一抄纸车间时，毛泽东看到复卷机切出许多一厘米多宽的小纸边，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纸堆
，他俯身拾起一条，关切地问：“纸边还有没有用？
”封贯之响亮地回答：“可以重新利用。
”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愉快地点了点头，连声称赞：“用了就好。
”　　“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广州毗邻港澳，历史上省、港、澳三地的关系从来十分密
切。
1956年来广州，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陶铸的全面汇报之后，提出要找负责港澳方面工作的领导人谈
一谈。
此时，广东刚刚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华侨资金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而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陶
铸正想着要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真是千载难逢
的良机。
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迅速做好了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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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党的创始人和领导领袖人物在这里运筹帷幄、叱咤风云　　广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在
区之一，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　　中共［三大］、海陆丰农民运动、省港大罢工、东江纵队⋯
⋯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和闪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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