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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往事回眸》是杜联坚同志的回忆录，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成长史、奋斗史。
    每个人都会在人生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通过《往事回眸》，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杜联坚同志在人生旅程上的脚步声。
无论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脚步声都能让人感受到他人生的充实与坚定
。
    杜联坚同志是广东普宁人。
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怀有进步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年仅18岁就投身革命队伍。
他先后在文化团体、学校、党政和人大、政协等机关工作。
他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一步一个脚印，从干事到科长、处长、部长，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实。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历任广东省委文教办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等职
，并曾担任省纪委委员、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
离休前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杜联坚同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干部，我们有着多年的合作共事关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共广东省委分管宣传教育工作时，杜联坚同志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负责教育系统党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干部工作和纪检工作。
从那时起，我们共同为推进广东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学校的
稳定而付出艰辛的努力。
1988年，省委、省政府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杜联坚同志
是副组长之一。
他积极配合我和卢钟鹤副省长，承担了教育领导小组大量的具体工作。
省教育领导小组在省委领导下，在加快推进我省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
等方面颇有建树，其中，杜联坚同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89年，省委成立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杜联坚同志任高校工委书记，我们的合作更为紧密。
这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也波及我省部分高校。
对此，广东省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根据省委的部署，杜联坚同志和高校相关同志一道做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大局。
之后，全省大力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探索创新，分期分批组织全省大学生到基
层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
大学生在社会大课堂里，从感性到理性提高了对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较好地解决了深
层次的思想困惑，增强了信心，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实践证明，这是新时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在全国开了先河，并受到党中央的肯定。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和杜联坚同志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共事，他离休后又在广东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继续工作，为我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奉献余热，拾遗补阙，配合补充，积极探索创新，获
得社会好评。
    杜联坚同志一贯忠于职守。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高等院校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结合理论和实践，求新求实，改进和加
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清查工作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又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清醒地把握政策，与人为善，稳妥处
置。
    杜联坚同志是一位“闲不住的人”。
为了工作他总是饱含热情，不知疲倦，不懈不怠，奋力进取。
在领导岗位上如此，离休后依然如此。
1997年离休后，他为创办潮汕学院不辞辛劳，殚精竭虑。
    杜联坚同志为人正派，作风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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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在机关内营造起良好的风气。
对于身边的同志，他既严格要求，又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从而造就了一支作风正、守纪律、能开拓
、有作为的队伍。
在杜联坚同志的带领下，高校工委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交出了一份
令人满意的答卷。
    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来体现人生价值。
杜联坚同志的价值追求就是奉献——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祉奉献力量。
为了这个追求，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不止。
往事值得回眸！
相信这本书对读者会有启迪。
    方苞    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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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都会在人生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通过《往事回眸》，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杜联坚同志在人生旅程上的脚步声。
无论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脚步声都能让人感受到他人生的充实与坚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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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联坚，广东省普宁市人，1931年生。
曾任小学教师，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化工作团。
1952年入党。
历任广东省委文教部、宣传部科级千事，广东省委组织部科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科级千事、二
级巡视员，广东艺术学院教育组组长，广东省科教办公室副处长、处长、党组成员兼处长，广东省委
文教办公室党组成员、处长、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广东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兼任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
　　1983年和1988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l991年当选政协广东省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3年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
　　1996年应邀参加筹建潮汕学院的工作，担任筹建委员会主任。
学院成立后，任第一届董事会会长。
　　1997年离休。
离休后曾任广东潮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现为名誉副会长）。
1998年任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协会常务副主任、广东省高校系统关工委主任。
2000年任广东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现为顾问）。
现继续担任广东省高校系统关工委主任、广东省教育厅关工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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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十八、怀念／209  我的母亲／209  怀念罗天同志／215十九、同伴话当年／219  相知一甲子／219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22附录／226  关爱事业／226  闪亮在平常心中／226  友人贺寿／230  诗一束
／23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化工作团成立50周年感赋／231  秋日会故友／232  潮汕老区行感怀(三首)
／233  凤凰山行／235  读《我歌普宁》／236  普宁二中广州校友会寄怀／236  贺母校普宁二中建校85周
年／237  海外掠影／238  日本兵库县的中小学教育／238  日本的终身教育／243  从日本的成人教育所想
到的／245  美国的一个社区学院——山谷学院／249  美国建在珍珠港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52后
记／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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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童年的时光与失学、失业    童年    我的家乡普宁市流沙西陇，是个贫穷的乡村。
祖父在父亲两三岁时就去世了，祖母克勤克俭地把父亲抚养成人。
父亲在十六七岁时离家外出打工，祖母一个人在乡下种几分薄田，住在仅有九椽(大约15平方米)的小
屋里，过着简朴的生活。
    父亲聪明、勤俭，做事认真，为人忠厚、诚恳、直爽。
他外出打工赚了一点钱，后来在族叔的提携下，到惠来县隆江镇与人合伙经营木材商行。
隆江镇紧靠隆江河左岸，当年是个水陆交通方便的小商埠，抗日战争时期是附近乡镇和毗邻县市的商
品集散地。
隆江河上溯可到葵潭等地，山区的木材、山货可船运或扎成木排漂流而下；下流航运可达神泉港，从
而与汕头、香港以至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港口相连接。
因此，附近生产的花生油等物品经隆江外销，来自海外的煤油、火柴等物品也经隆江转往国内销售。
那时隆江镇天天有集市，每天一早大街小巷摆满了各类商品，各地商家云集，使隆江显得分外繁荣。
父亲合伙经营的木材商行也开展多种业务，生意很兴旺。
    父亲与母亲在家乡结了婚，婚后一两年，母亲就来到隆江照顾父亲生活，料理家务。
父母希望祖母到隆江一同生活，祖母去过隆江多次，但每次没住多久就说不习惯，回家乡了。
    我于1931年出生在隆江镇。
父亲合伙经营的木材商行面向隆江河畔的大沙滩，沙滩洁白柔软，连绵数百米，河水清澈深蓝。
童年的我几乎每天都跟随母亲到河边洗衣裳，在河边戏水或在沙滩上玩耍。
夏天的夜晚，和母亲在沙滩上乘凉、看星星，听母亲讲故事、唱民谣，过着温馨、幸福的生活。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随父母在隆江度过的，只是在过年过节时才随父母回家乡探望祖母。
祖母居住的房间很狭小，我和父母回到家乡时，就租邻居的房子居住。
这间房子的主人去了东南亚，以后我家就长期租用下来。
多次回到家乡探望祖母，对家乡的印象也慢慢地加深了。
    家乡西陇人多田地少，一个人只有几分薄田。
为了生计，村里大多数家庭都有人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留在家的村民则边种田边做灯笼。
做灯笼是西陇人祖传赖以谋生的手工活。
每当夜幕降临，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煤油灯下制作灯笼：有经验的男人把从外地采购回来的竹子劈
成细小柔软、长短不一的篾片，其他人则按各种不同的木模编织成各种样式的灯笼架，然后卖给装潢
专业户。
装潢专业户为灯笼架贴上油纸，写上“千子万孙”、“长命富贵”、“招财进宝”等吉祥字样，再销
售到外地。
西陇人晚饭后往往喜欢相聚在月光下，一面做灯笼，一面品尝工夫茶，话家常、唱潮曲、吟歌谣，那
画面、那情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而今偶回故乡，仍能体会到“月是故乡明”。
    求学与失学    在隆江，我家附近有一间在胡氏宗祠开办的私塾，一位老先生在那里教书。
我四五岁时，经常与邻居小朋友到祠堂外玩耍，听琅琅书声，有时也跟着念一两句。
6岁时，父亲担心我会到大河里去玩水，就把我送人私塾读书。
这问私塾只有二三十名学生，学生每天依次到先生书案前站着听先生授课。
我开篇读的是《三字经》，跟着先生一句句朗读、背诵。
在私塾学习了一年，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和《中庸》等。
祖母得知我读书了，就要求我回家乡去上学。
就这样，我结束了一年的私塾学习，返回家乡西陇承先小学读书。
    回到家乡后，祖母欣喜万分，专门做粉锞、买普宁特产炸豆千给我吃，带我到四邻亲朋家里探望，
还带我到地里看她种的绿油油的蔬菜。
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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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学了，祖母送我到学校，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听先生的话，努力学习。
学校里的先生和同学倒也很喜欢我这个学业还不错的回乡孩子。
到我读二年级时，祖母又为我买了一把小锄头，做了一对小粪桶，让我在假日(有时是下午放学后)跟
她到地里去松土、锄草和淋菜。
那时与我一起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也都帮家里干农活，我也慢慢习惯了这种新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
乡亲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抗敌同志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那时西陇承先小学的校长庄明瑞是共产党员，他在学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做救亡报告，引领我们高
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
    1941年，我转到邻乡乌石的普宁简易师范学校附小读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升人普师附中读初中。
1944年，人侵潮汕地区的日军经常到普宁一带进行掠夺烧杀，学校因此被迫停课。
我离开学校后来到惠来神泉港，在大哥供职的渔行做杂工，负责打扫卫生、煮水、泡茶和洗碗。
一开始做这些杂活时，我感到很辛苦，还偷偷掉过眼泪，但慢慢也就习惯了，而且还忙里偷闲看了《
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小说。
    神泉有很多名胜古迹。
在海滩旁边，有一口淡水井。
明代潮汕文人苏福曾到此游览，为水井题写了独脚联“快取携而不竭，任卤浸咸蒸，独标平淡”。
清乾隆年问，人们在井边建亭，并将此联刻在亭子的一根石柱上。
我看后内心暗暗思量：“将来我有学问，也要题上一联。
”但离开神泉后也就慢慢淡忘了这对联大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这年冬天我结束了做杂工的生涯，返回家乡复学。
在神泉港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既磨炼了意志，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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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离休后拟对自己的经历写点回忆，但一直未曾下笔。
去冬今春，在老领导、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化工作团第三队队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
记、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许南明，以及老朋友、原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岳群的督促鼓励下
，于今年3月下旬开始执笔写《往事回眸》，其间写写停停。
8月，初稿出来后，送请许南明、张岳群和与我较长时间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李修宏、欧俊全及省教
育厅关工委梅树德、叶春平审阅并征询意见。
之后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省教育厅关工委杨来春为书稿打印。
《往事回眸》现在付梓了，对同志们的热情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和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宁、蔡东士题
词鼓励，原广东省委常委、省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苞为本书作序。
对老领导的热情关心，我深为感动，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往事回眸》是对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生涯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未有详细的叙述，它说不上是回
忆录，只是检点自己人生足迹的一个小册子。
    回眸往事，心潮起伏。
少年时期，我亲历了旧中国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路有饿殍的悲惨情境。
参加革命工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建设新中国的艰苦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坎坷的途径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贫穷落后到小康社会，成为当今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发展中
国家。
其间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才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庆幸自己在各个时期一起工作的领导同志，都是一些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有本事、有作为，廉洁正
派、刚正不阿的共产党人。
正是他们的带领，才使我在风雨交加的岁月中，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怀念他们，感激他们。
    时代在发展。
当前我国虽然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全国人民期盼的，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人民安居乐业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展现于世人面前。
    杜联坚    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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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往事回眸》是杜联坚同志的回忆录，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成长史、奋斗史。
    杜联坚同志为人正派，作风严谨。
他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在机关内营造起良好的风气。
对于身边的同志，他既严格要求，又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从而造就了一支作风正、守纪律、能开拓
、有作为的队伍。
在杜联坚同志的带领下，高校工委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交出了一份
令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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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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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