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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上接 B01 版)

段存让觉得，父亲对共产党充
满了坚定的信仰，“他们那代人真的
都是舍小家为大家，没有他们，就没
有新中国，也没有今天的生活。”段
存让也从来没听到家人抱怨过父
亲。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段君毅历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第
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
书记、铁道部部长等，他还是很少能
够见到父亲。

1946 年的时候，段存让高小毕
业。1947 年，他一边帮政府推行《中
国土地法大纲》，一边在冀鲁豫区建
国学院继续学习。建国后，他在家乡
一个学校做青年团教师工作。

直到 1957 年，段存让一方面为
看病，一方面为看望多年不见的老
父亲，另一方面，他还揣着一点公社
交代给他的“私事”，第一次进了京。

那时，段君毅任第一机械工业
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父子俩多年
不见，见面之后，都不免落泪。
“拖拉机那时候很稀缺，地方上

买不到，公社领导托我找父亲帮
忙。”一提买拖拉机的事，还是被父
亲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最后还是
他的秘书帮我买了两台，也没敢让
他知道。”这是他印象当中唯一一次
靠父亲走后门办事。

段存让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多
年，一直到“文革”后期，他调到县农
业局做股长，再到 1979 年左右，到
县委统战部工作。
“我是在统战部离休的，不过那

也不算啥副部长。说实在话，我的级
别还不到副科级，直到 1991 年离
休，还是单位的一个普通干事。”
1999 年，当地政府部门向段存让了
解他父亲的事，结果他在去打印材
料时摔断了腿，现在走路只能扶着
四脚钢架往前挪移。
“他在河南任职的时候，虽然离

得近了，但见一面更难了。”1978 年
10 月，段君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
书记。上任后，他接连给段存让夫妻
俩写了三封信，要求子女和亲戚朋
友都不要去郑州看他，“不要打着我
的旗号办事”、“不要仗势欺人”。

那时，段存让觉得，还像当年打
仗的时候，在父亲面前他只有“被看
望”的份儿。直到现在，和父亲共同
生活过的日子，在他的记忆里甚至
都是有限的。但每每谈起父亲，段存
让就神情焕发，父亲哪年打了什么
仗，哪年在哪任职，甚至连一些具体
日期都记得很清楚。

他至今保留着父亲写给他的每
封信，担心原件丢了，他还备份了一
个手抄本。父亲送给他的《走进大西
南》，他还包了书皮。除了这些东西，
父亲几乎什么都没有给他留下。

帮倒忙的爷爷

段君毅的亲戚和朋友都没有找
他帮忙的，“对自己家人都那样，我
们就不去碰那个壁，丢那个脸了
吧。”

段其跃是段存让的长子，也是
段君毅的长孙，目前是南阳市公安
局一名科级干部。
“说实话，以前我很生他的气，

去看望他时老想和他吵架。”让段其
跃纠结的是，这个难得一见的爷爷
总是给他帮倒忙。

1980 年底，段其跃从南海舰队
复员。时隔不久，段君毅调任中共北
京市委第一书记。

离开河南前，段君毅回了一趟
范县老家，召集家族里的 20多人到
县委办公室开“家庭会议”。段其跃
穿着部队发的呢子大衣、皮鞋，刚一
进门，老爷子就指着他那身衣服说，
“你穿这身衣服，怎么和人民群众接
触啊？怎么干农活啊？”段其跃觉得
脸上挂不住，还是母亲给他打了圆
场：“孩子刚回来不到几天，还没来
得及做衣服。”

安排工作的时候，段其跃知道
老爷子的脾气，所以压根没指望他。
“我是通过我大舅，他当时是省

外贸局副局长，在郑州找到了一个

单位，档案都转过去了。结果这个事
情被我爷爷知道了，他坚决反对
啊。”段其跃很想不通：自己在部队
吃的是商品粮，按照政策也是必须
要分配工作的，而且又不是通过您
安排的，您已经调到北京啦，对您也
没啥影响，您为啥反对啊？
“虽然不是我安排的，但我曾在

河南干过书记，人家也会怀疑孙子
的工作安排是受了我的影响。我们
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搞特殊。”听
了爷爷的理由，段其跃哭笑不得，
“当时我妈也生我爷爷的气。”

“我和家人商量，偷偷在郑州上
班，不让老爷子知道行不行啊？”结
果最后还是觉得不要，“万一被发现
了再被撵出来，那不就更难堪了？”

让段其跃想不到的是，把他的
工作安排到安阳，老爷子也反对，因
为当时范县还归安阳管，对老家影
响不好。
“我就给老爷子讲啊，我父亲年

纪大了，我是长子，离家近了方便照
顾老人。”段其跃觉得，自己不仅仅
是在为个人着想，但是老爷子的答
复却是：“你是长子，所以你应该做
表率，你几个弟弟以后都可以在家
劳动照顾你父母啊。”

最后，段其跃到了相对偏远的
南阳工作。即使这样，老爷子也没有
轻易放过他。“刚开始安排的是在一
个县法院干法警，老爷子知道了又
不行了，嫌安排在政法系统太好，之
后把我弄到百货公司去啦。”当时的
南阳地委书记曾给段君毅当过秘
书，“他都看不下去了，说我帮你调
整一下吧。”就这样，他被从百货公
司调到了司法处，也没敢让老爷子
知道。
“之后我又参加了公检法招干

考试，结果考上了政法干部，后来我
自己又调入公安系统，一直干到现
在。”段其跃说，他走的这条路，全是
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段其跃的二弟段其农现在安阳
电力公司上班，是一名工程师。

老三段其学是中原油田一名普
通职工，媳妇是一名小学教师。
2001 年，段其农下岗买断工龄，之
后在村里当了一名村支书。
“老爷子是中顾委常委的时候，

有次来濮阳视察，三儿子求他说句
话给媳妇换个工作，他就说，濮阳他
一个领导也不认识，给顶了回来，碰
了一鼻子灰。谁找他办事，不仅办不
成，还得挨一顿批。”段存让说，后来
亲戚朋友也都知道老爷子的脾气，
所以也都不来找他们办事。

老四段其武当年上高中时，要
在北京上，结果老爷子知道后不同
意，“说什么没有北京户口，不符合
政策，结果被撵回家来了。”段存让
的老伴至今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你
说这是让孩子更好地接受教育，以
后更好地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为啥
不行啊？没办法，俺家老头说一就是
一，二就是二，不符合政策的事情坚
决不能干。”
“现在有些事情想起来都不可思

议，上个学能有多大问题啊？现在哪
有那么严格的人啊？别说撵回来了，
找关系都想去上。”段其跃说，关于四
弟工作和户口的事情，他还在爷爷面
前求过情，“我们姊妹几个就剩下四
弟没着落了，能不能让四弟留在北京
工作，然后把户口给他办了。老爷子
一听，问怎么给他办啊？这不是让我
违反政策吗？我不给他办。”

老四最终还是在河南上的高
中，大学毕业后凭自己的能力在北
京工作，现在是一家银行的行长。
“说实话，我们一家人无论混得

好混得孬，老爷子是说到了也做到
了‘从我这里一个后门都别想走’。”
段存让一家人都觉得，没有沾到老
爷子的任何光。

段其学的妻子如今依然是一名
小学教师，有同事开玩笑：“老爷子
当这么大的官，咋还在这里干？”她
就说，“乡下空气多新鲜啊。”

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段其跃，
他就说，“他是他，我是我。”

上世纪 90 年代，有一次段君毅
到南阳视察，他让段其跃去见他，当
时的南阳市领导听到段其跃喊段君
毅“爷爷”非常纳闷，一打听才知道，

他竟然是段君毅的亲孙子。后来，段
其跃听姑姑说，很少表扬人的老爷
子把他使劲夸了一番，“看人家其
跃，在南阳不打我的旗号，当地领导
也不知道他是我的孙子，多好啊，严
格要求自己。”

段君毅的亲戚和朋友都没有找
他帮忙的，“对自己家人都那样，我
们就不去碰那个壁、丢那个脸了
吧。”

礼物和“遗产”

“现在想想，老爷子给我们留下
的最珍贵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看
不见的东西。”最大的收获就是“生
活得平平淡淡、安安全全、轻轻松
松、心安理得”。

1989 年，段存让的三儿子段其
学带着妻子吴西池和三岁的儿子去
北京，看望老爷子以及在北京当兵
的四弟。

多年不见，段君毅见到他们格
外亲热。

聊天的时候，老爷子说的话，给
吴西池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好
劳动，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在单
位、在外人面前别打我的旗号”、“自
力更生”、“不要给党添乱”……
“小三你还要加强学习。如果你

愿意继续上学，我可以给你出钱。”
老爷子觉得，段其学的学历太低。

离京时，老爷子送给他们的礼
物就是一本书———《走向大西南》。

从物质方面讲，老爷子给后辈
最多的就是：学费和书。
“现在想想，老爷子给我们留下

的最珍贵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看
不见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段其跃
年轻时想不通，但现在，这些无形的
东西却变成了一笔财富。平时的工
作中，他一贯保持公平、公正的原
则，而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得平平
淡淡、安安全全、轻轻松松、心安理
得”。

段其跃的儿子今年 22 岁了，
“今年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后工作让
他自己去找、去闯。”
“从小老爷子就是这样教育我

们的，老人的功劳是老人的，自己的
是自己的，靠自己能力吃饭，不能服
人不行。”直到现在做事，段其跃还
秉承一个原则：不能给爷爷脸上抹
黑，不能给段家人丢脸。

曾经给段君毅当过司机的贾志
峰，快要从河南省委汽车队退休了。
“当时段老在河南当第一书记的

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段老的夫人来
河南，想去少林寺看看。用车之后，段
老按公里数付的车费，进景点买门票
也都是自掏腰包。”贾志峰说，“他较
真到什么程度？吃晚饭之后，他会立
马让秘书过来支付粮票。”
“老一辈革命家从来不以功自

居。他们讲付出，讲奉献，不求回
报。”贾志峰说。

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帖子，湖
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向
市政府打了这样一个报告：“市委、
政府领导：在即将退出工作岗位之
时，特向领导提出将儿子安排到市
财政局工作的报告。为党工作了几
十年，从未因个人的事向组织上提
出过要求。儿子大学本科毕业，学经
济管理专业的，请组织上给予关心
照顾。”

结果，这个请示报告经过多位
领导批示后，大学还没毕业的曹长
清之子曹博文竟被安排进财政局工
资统发中心工作，享受事业编制。经
媒体曝光后，曹博文被取消了资格。
“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段君毅的

精神比较稀罕了，也显得更珍贵
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谢
春涛说。
“大家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

僚主义作风，不要构成一个离开人
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
去措置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
众，老是不改，群众就有因由把他革
掉。”这是 50 余年前，毛泽东在党的
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而当今社
会，更需要这句话。

（河南范县县委宣传部魏成柱
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爸是段君毅”

段君毅简介
段君毅(1910 年 3 月 13 日——— 2004 年 3 月 8 日)，河

南范县人，1935 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曾任中共北平市西城区委书记、太西特委书记、冀
鲁豫行署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中共鄂豫区
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兼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第一
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粉碎“四人帮”以后，
担任铁道部部长、1978 年 10 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981 年 1 月至 1984 年 5 月，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
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82 年 9 月任中顾委常委，1992 年 10
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
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新华社）

■关键词 仗势压人 影响

你们对奶奶丧事的处理，全家都很
满意，咱们应该节约，以注意政治影响，
但对咱村和马厂里帮忙的干部和邻居，
当然应当招待。你们还应替我向他们道
谢，说明我因工作关系不能回家，我在
这里感谢他们。

1969 年 2 月 28 日

段父父回白衣阁为非作歹，仗势压
人，我没有给他写过任何信件，但他假
借我的名义胡作胡吹，影响很坏。有人
说你给他帮了忙，如果没有，我很高兴，
如果有，应坚决改正，因为我在河南工
作无事也会生非。如果你确有此事，那
就影响很坏了，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到郑
州来就是这个原因。

1980 年 1 月

你姑姑和邻居家的宅基地问题，我
不了解情况你更不了解情况。因此你千
万不要插手这件事情。据说你曾亲口向
村党支书说过“如果我姑有个好歹，要你
大队负责”，如果你乱说过这种话，当然
是很错误的，这类问题不应扩大，不应乱
要钱，应靠打官司解决问题，但不管如何
解决你不能插手此事。你一插手，就会变
成仗势压人了。你不听我的话，不然就不
要怪我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有的态度，请你们注意。

1986 年 3 月 6 日

■关键词 学习 劳动 工作

你和你爱人要好好工作劳动，好好
学习毛主席著作。

淑岩(段存让女儿——— 记者注)再有
两年就毕业了，那时可能参军，也可能
下乡劳动，当兵或者当两三年农民。她
有些不愿读书的想法，现在好些了，要
教育她坚决当一个工农兵，但也要争取
学习的机会，只学习不想劳动当然是错
误的，不愿意学习也是错误的，这一点
她慢慢就懂了。

1970 年 6 月 13 日

我已告诉亚琦(段君毅妻子——— 记
者注)以后不准给任何人帮助找工作，这
样要害孩子们，一定相信毛主席的话。农
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要让孩子们参加这个改天换地的斗争，
这会对他们的锻炼十分有利。

1975 年 12 月 30 日

我没有别的思想意识，只是希望你
们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听我的话，我一
定按照毛主席指示教育你们。

1976 年 1 月 26 日

■关键词 过生日

来信收到，你祖父、母过三周是旧
风俗，要破四旧，要劝你姑姑千万不能
铺张浪费，也不要通知亲友。

有人来了吃顿饭就行了，否则你要
犯错误……什么烧纸，什么吹吹打打都
是四旧，都要不得，凡是劝你们这样做
的都不要听，这一点你无论如何要注
意，也应当把我的意思报告党组织。

1973 年 6 月 4 日

素月(段存让妻子——— 记者注)来信
收到。你谈到(给)你祖母过十周年问题，
这是封建习惯，也是你们封建思想作

怪，要告诉亲友一概不能办，你们要办
了，一定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名誉，我不
但不给一文钱，反而要批评你们，我到
范县时还要向全县声明是你们办的错
事。

1979 年 1 月 19 日

我工作太忙，很少亲笔给你们写
信，你上次给父父同志提到给我过八十
岁生日，人家都很不理解。一是过去毛
主席有不过生日、不许以人名作地名的
规定，同时现在都是以周岁计算，不是
按旧历虚岁计算，所以你算不出来。我
决定按毛主席规定，永远不过生日。你
提出来是孝心，以后不要再提过生日的
问题，免得让人笑话。

（日期不详）

■关键词 走后门 原则

昨接父父父来信，此人思想有私
心，我不听他的……

淑岩的事情我早就交代了，能留在
城里就尽可能留在城里，万不得已时再
回家。淑岩是懂道理的，现在走后门是
受处分的，也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我
已告诉存华(段存让的妹妹——— 记者注)
尽可能地研究怎么办好。

如果说一个小孩可以留在北京，那
当然很好，这要看国家规定……小孩能
读书就读书，不能读书让他们劳动。存
理(段君毅儿子——— 记者注)如果今年转
业，不是当农民就是当工人，今年不招
工就可能当农民，生活是不会比你们好
多少的。你们的思想落后了，要能长进
一点才行。

1975 年(日期不详)

刘父父、刘父父二人来信叫我给他
们小孩找工作，请你告诉他们，我实在
没有办法，现在谁也不能走后门，这是
你们都知道的，连淑岩我还无法可想，
何况他人呢？

你今后要教育孩子安心搞农业，搞
一辈子农业，今后一个人不是搞农业就
要搞工业，存理今年可能转业，他的户
口在北京附近一个县，能否当个工人还
不一定……

1976 年 1 月 2 日

我近来对你们很有意见，我的话你
根本不听。我难道还会害你们么？你为
什么不听我的话，反而往相反的方面去
做？这样对你对小孩都没有好处……你
越来越落后了，竟敢给我的秘书写信要
买汽车？难道秘书听你的指挥……你这
样做既害了秘书又害了我，好像我当了
干部就必须走后门。

你说公社要买汽车，你就不懂得
买不到怎么办？对得起乡亲么？我老实
告诉你，只要有你一个字，应当办的
事、能办到的事，我也不会办，因为这
样无私也有弊，何况是走后门的事情。
关心家乡不能这样办，这样办，受群众
的批评。你岁数不小了，应当懂点道理
了……

1976 年(日期不详)

你们家的生活总比别人家还好一
点，你要争气，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否则
不会有好处。你们都知道我是按党的原
则办事的，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是
不会同情的，希望你变落后为先进，这
是我所希望的。

1979 年 1 月 1 日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实习生 江

丹 牛耘 王丽丽 整理

段君毅写给儿子的家书

格对话

现在的党员干部

要以段君毅为镜子

照照自己，反思自己

■对话人：谢春涛（中央党校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

齐鲁晚报：谢主任，您好。段老虽然
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但是其后人仍然居
住在农村，生活简朴，这让河南省委书
记卢展工也感慨不已。段老的这种精神
是不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性？

谢春涛：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很稀
奇，说明现在这种事情少了。事实上，像
段君毅这一代共产党人和领导人，这种
情况是不少的。包括比段君毅位置还高
的一些领导人，在革命战争时期把孩子
送给农民，革命胜利后领导人自己进了
城，但是自己孩子仍然留在农村，这种
事情好多。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老
爹是老爹，孩子是孩子。孩子如果有能
耐，可以做官做得很高，没能耐就当农
民，当普通工人，这种例子也很多。那
时候老爹不会利用权力为孩子谋取私

利。
你想想，他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不

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吗？
这跟共产党一贯强调的精神、共产党的
优良作风是一致的。就应该这样。

齐鲁晚报：但是现在为什么变得稀
奇了呢？

谢春涛：为什么今天这种事变得稀
罕了？那就是今天这个状况，干部也好，
党员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这个方面
不如过去了。现在，我们往往听到什么
官员的孩子升官了、发财了，或者说官
员本身为孩子牟什么不正当利益了，还
有其他的怎么怎么着了，这种反面的事
例听得比较多了。所以像段君毅的后代
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比较稀罕了，也
显得更珍贵了。

齐鲁晚报：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谢春涛：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特

别是位置比较高的领导干部，应该自觉
地秉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作
风，以段君毅为镜子，照照自己，反思自
己，你有没有为孩子谋取利益或者怎么
样？

齐鲁晚报：现在是不是官二代和家
族政治现象越来越突出？

谢春涛：对啊，为什么有老百姓不
满，就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确实
做得不怎么样，这种负面的例子不断在
网上出现。所以我觉得段君毅是个很好
的案例，卢展工书记对这种精神肯定、
褒奖我觉得是对的，应该大力提倡。

齐鲁晚报：那么您如何看待现在的
“官二代”？

谢春涛：领导的孩子，如果你有能
耐，大家认可，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
财，也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群
体。但是决不能靠老爹老娘活着。

▲ 1994 年 5 月，胡锦涛在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 30 周年
大会上与段君毅交谈。 （本组照片据新华社）

▲ 1995 年 11 月，江泽民与段君毅亲切握手。

▲ 1980 年 7 月，邓小平视察河南时同段君毅在一起。

▲ 1958 年 5 月 22 日，周恩来总理在段君毅(右一)等陪同
下，视察北京农业机械厂和农研所。

这是一些家书。

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

写信人是段君毅，收信人是段存让，共 36 封。

至今，这些信保存完好。

这是一位父亲留给儿子的最珍贵的财富…… 段存让在范县的家。鲁超国 摄

本报记者 鲁超国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