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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１月１０日，有“中国的奥林匹克先生”之称
的何振梁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这种悲
伤的情绪在过去的一周内持续发酵，并扩散
至中国体育界的每个角落。

“在青岛申办和承办2008奥帆赛的过程
中，何振梁一直都是青岛坚定的支持者。”曾
任青岛奥帆委主席助理的陈敬莘在青岛惊悉
何振梁先生去世的噩耗后，深感悲痛。在悲伤
的气氛中，亲历者揭开了奥帆赛落户青岛的
幕后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何振梁与青岛的奥
帆情缘。陈敬莘在回忆起与何先生的多次交
往时，感触最深的是老人的睿智和谦和，在青
岛奥帆中心，一位志愿者腼腆地想与何老握
手，何老马上笑着回答：“可以可以，我志愿和
志愿者握个手。”他的这句幽默回答体现的正
是何振梁对奥运体育的理解———“志愿者是
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没有志愿者就没有奥
林匹克运动”。正因如此，有人称何振梁为“中
国申奥之父”，但他自己更喜欢的称谓是“中
国年龄最长的奥运志愿者”。

都是满满的怀念。B2版《河南村惨案76

年祭——— 悼念战友崔崧烈士》一文的作者纪
毅女士今年已经95岁高龄，1938年参加八路
军，1939年入党，现已离休的她身体不错，思
维更是清晰。她的女儿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每
年的12月10日，母亲都会说那是她的好战友
崔崧烈士的忌日。1939年12月10日，在日军制
造的河南村惨案中，包括崔崧、曲钦等在内的
胶东区委党校、《大众报》社61人遇害。惨案发
生后，附近几个村庄的乡亲们满怀着对敌人
的刻骨仇恨和对烈士的无限热爱，抬来61口
棺材把死难烈士安葬在河南村东南的山冈
上，后在烈士墓地立起了河南村战役烈士纪
念碑（原碑现移至莱州城烈士陵园）。就在几
年前，女儿还代替老母亲去莱州烈士陵园祭
拜在敌人屠刀之下宁死不屈的崔崧等战友，
并特意把抄下来的纪念碑碑文转发给我们：

“这里是河南战役阮志刚、李辰之等烈士的坟
墓，也是他们同日寇残酷搏斗的战场。他们曾
经开拓了胶东的文化荒原，他们是胶东思想
文化战线上的英勇斗士。祖国优秀的儿女们
是永不会屈服于炮火毒气和威胁利诱的，所
以他们慷慨悲壮的牺牲，正是表现了中华民
族的浩然正气……”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我们更不该忘记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齐鲁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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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刚

当闻听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原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逝世的消息，曾经担任过青岛市体育总会主
席、青岛奥帆委主席助理的陈敬莘深感震惊和悲痛。由于工作原因，陈敬莘与何老相识几十年，在青岛奥
帆赛申办阶段更是接触密切。尤其在青岛申办2008年奥帆赛最关键的时刻，何振梁以“信使”身份，将国际
帆联主席亨得森希望将奥帆赛安排在青岛的信函转交给了当时北京奥申委主要负责人，由此青岛申办成
功。陈敬莘坦言：青岛能够成功获得奥帆赛的举办权，包括后来的奥帆中心建设，何振梁功不可没！

为青岛申办奥帆赛担

当“信使”

随着陈敬莘记忆闸门的开启，
时光回到了十多年前：随着1998年国
家申奥的提出，青岛市确定要申办
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并开始了一系
列的申办准备。但是青岛的申奥之
路并不顺利，因为青岛有个强大的
竞争对手——— 秦皇岛。秦皇岛距离
主会场北京更近，最大优势在于他
们曾成功举办1990年北京亚运会帆
船比赛，当时不少奥申委官员主张
把奥帆比赛放在秦皇岛举行。1999年
6月28日，北京奥申委关于2008年奥
运会28个竞赛项目的分布图上出现
了“帆船项目设在秦皇岛举行”的字
样。青岛在奥帆的申办工作中已被
逼到了悬崖边上……

就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了：1999年10月，分管体育工作的时
任青岛市副市长臧爱民得到消息，
当时的国际帆联主席保尔·亨得森
先生即将前往海南三亚参加一个活
动。如果能够得到国际帆联的支持，
那么青岛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可能
会反败为胜。臧爱民当即决定马上
向亨得森主席发出邀请。10月18日，
亨得森应青岛市政府之邀首次来到
青岛。亨得森被青岛的美丽风光深
深吸引，当他站在青岛国税局大楼
楼顶上俯瞰准备作为帆船中心和比
赛场地的浮山湾时，禁不住发出赞
叹：“青岛是我所见过的亚洲最美丽
的城市，它完全具备奥运会帆船比
赛的条件，并将成为亚洲最好的海
上赛场。”离开青岛后，亨得森给当
时的两位国际奥委会中国籍委员何
振梁和吕圣荣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
信，在信中对青岛的城市环境和基
础设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提到：

“如果国际奥委会征求单项协会意
见的话，我只同意帆船比赛在青岛
举行，并希望两位委员能帮助青岛
成为北京的申奥伙伴。”

几天之后，在北京奥申委的一
次高层领导会议上，何振梁当众宣
读了亨得森的来信。与此同时，青岛
方面也向北京奥申委及国际帆联上
报了超过10万字的文字材料和60余
幅图片，内容涉及城市环境、赛场位
置、奥运分村、观众区域及气象、通
讯、交通、接待、医疗卫生、安全保卫
等各个方面。由于组织得力、工作细
致，北京奥申委对青岛给予了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在综合各方面因
素，对两个城市进行全面评估之后，
最终确定青岛成为北京申奥的伙伴
城市。何老与青岛的奥帆情缘由此
拉开了帷幕。

数度亲临青岛指导奥

帆中心建设

2000年7月，何振梁在青岛海洋
节期间应邀来访，当时的奥帆基地
还没有建成，何老站在大坝旁边仔
细听大家讲规划，不仅对奥帆中心
的建设，对整个浮山湾的规划他都
出谋划策。他一直对在场的青岛方
面的领导说，青岛得到这次机会是
代表中国形象，所以不能以城市角
度来举办奥帆赛，一定要站在世界
角度上。而且奥帆赛绝对不能办成
一次政府行为的工程，要让群众参
与进来，让群众感受到“全民奥运”
的气氛并共同见证历史。

何振梁认为，对于青岛来说，举
办奥帆赛首先意味着大量的商机，
其次是青岛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好
机会。从青岛的城市环境来说，可以
超过1996年的亚特兰大和1988年的
汉城。

2006年8月，何振梁再次光临青
岛。这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前来观
摩奥帆赛测试赛的，时任青岛奥帆
委主席助理的陈敬莘全程陪同。陪
同过程中陈敬莘感触最深的是何老
的睿智和谦和：当何振梁走进奥帆
中心一楼媒体大厅时，很热情地跟
几位志愿者聊了起来，他夸志愿者
服装设计得很漂亮，并感叹做一名
志愿者很辛苦。离开时，一位志愿者
有些腼腆地说：“何老，我能跟您握
个手吗？”何老马上笑着回答：“可以
可以，来来，我志愿和志愿者握个
手。”他的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对此陈敬莘解释道：有人称他为“中
国申奥之父”，但他自己更喜欢的称
谓是“中国年龄最长的奥运志愿
者”。

而对于何老的平易近人，陈敬
莘更是印象深刻：2003年，由于年事

已高积劳成疾，何振梁坐着轮椅来
到青岛疗养。以他中国奥委会名誉
主席的名号和对青岛的巨大帮助，
完全可以向国家和青岛方面提出申
请特批来疗养，但他没有麻烦任何
人也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是悄无声
息地前来休养。陈敬莘回忆说：与何
老接触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见过
他训斥任何人，聊天讲话和年轻人
一样头脑清晰，总是一副慈祥的模
样。

何老感言：“海上看青

岛太美了！”

测试赛那几天，“盛世飞洋”号
和“励志”号两艘豪华游艇均停靠在
帆船中心的主港池内，随时为前来
参观的国内外贵宾提供服务。但何
老却没有选择豪华游艇，而是提出
乘“青岛”号大帆船出海游览。原来
何老觉得，乘坐帆船游青岛是个难
得的机会，而且在奥帆赛举办城市
乘“青岛”号更有意义。在浮山湾海
域游览了一圈下船时，他向包括船
长郭川在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说了
谢谢，并逐一握手告别。一位工作人
员戴着湿漉漉且沾满油污的手套，
本想将手套摘下来再握手，没想到
何老边说“没事没事”边握住了他的
手……

“我不是第一次来青岛，也不是
第一次来帆船中心了，但是在帆船
赛必备项目完工后，我还是第一次
来帆船中心，感觉太漂亮了。”一提
到本次帆船测试赛，何老的赞美之
词脱口而出，“我到三届奥运会帆船
比赛的场地看过，感觉都比不上青
岛”。谈到刚才在海上的感觉，何老
感言：“海上看青岛太美了！”他把在
海上看到的优美的前海一线景观用

“青岛轮廓”一词进行了形容。

□姚洪霖

前几天，小弟在老家的旧相框后面发现
了这个信封。信是国共内战时期我大哥从国
民党济南青年教导纵队被俘后加入华野十
三纵队，一路南下在江苏短暂留守时寄回来
的一封平安家信。

那时候，晚辈对长辈是不能直呼其名
的，所以信封上写了寄信人的名字为收信
人，这也是约定俗成的一种书写格式。这是
大哥离开济南后的第一封家信，对于全家来
说特别珍贵。记得当时，信的内容曾被反复
地读念。

特别是母亲，她自己不识得几个字，老
是让父亲念给她听。她老觉得读的信给落下
了什么，怎么就这么短短两句话？其实，看这
个信封长不过12厘米，可以想见这是当时仅
能找到的一点废纸，自己糊成的一个极不规
范的信封。里面的信纸当然更小，内容也不

过三言两语。在那种战争环境中，只要人活
着，家里能够收到他寄来的信，这本身就能
说明一切了。可母亲想知道儿子从头到脚的
一切状况，似乎只有大哥从信里走出来，她
才能放心。这也难怪，因为在济南解放的炮
火中，母亲刚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的四
哥。

看信封后面的邮戳，发信地和时间为：
“江苏渔溝，（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
日”。邮戳中的年份肯定不对，当时已是1949

年，也就是说，从1947年后，处在国民党淮海
战区的渔溝邮电所就没有再动过邮戳上的
年序。到发信时，淮海战役已结束两个多月
了，只把“民国”去掉，年序仍未改动。当时收
信地济南已解放半年多，前方，渡江战役正
在紧张地准备中，南京尚未解放。信封上的
来信地址，是当时唯一能和大哥联系上的希
望，所以，这个信封就被家人小心地“藏”了
起来，一直到现在。

旧
信
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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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陈敬莘陪同何振梁（右）参观青岛奥帆中心媒体大厅。

何振梁携夫人梁丽娟乘坐“青
岛”号大帆船出海游览浮山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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