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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法制建设的完善，

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不断完善，法律顾问队伍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许

多早期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同志经历了很多艰

辛与困难、风雨及曲折。目前，企业法律顾问工作

正步入专业化、规模化、系统化，企业法律顾问已

成为企业发展与经营决策不可或缺的参谋与助手。

现在许多早期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老同志由于

年龄原因逐渐退出工作岗位，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为中国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和贡献！

吕振勇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早期从事企业法律顾

问工作的老同志。他先后在水利电力部、能源部、

电力工业部工作，一方面从事政府法律工作，积极

组织、参加电力立法工作，并参加了中国首部电力

法及相关条例规章的起草工作；另一方面从事企业



法律顾问工作，到体制改革后的国家电力公司、国

家电网公司时已经在建设队伍、规范制度、培养人才、

依法制企、普法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成绩。吕振勇同

志现已退休，他所撰写的《信念与奋斗 üü 六十年

的记忆》一书不仅描述了他本人的成长过程和经历

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还记述了他从事法律顾问工作

近 30 年的经历；不仅描述了他为电力行业政府法制

工作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还

简单描述了他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所作出的成绩

与贡献。该书文字简练通畅，通俗朴实，有利于读

者了解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发展历程。

当前，企业的法律需求越来越多，对企业法律

顾问自身要求也越来越高，正是在职的企业法律顾

问大显身手的好时期，祝愿广大企业法律顾问努力

为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坚持依法治企、防范法律

风险、保障企业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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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生自古谁无家，天伦之乐乐无穷。

人生自古谁无难，笑对一切视为空。

人生自古谁无老，回首往事笑谈中。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的一生就是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变化演义

中度过的，有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

的过程，只不过每个人经历不同。许多朋友认为我的

经历有点传奇色彩，建议我介绍介绍自己的经历，写

写回忆录，给后人留下点思念和借鉴的经验。可我不

是什么伟人，也不是什么值得世人怀念的历史人物。

我的经历虽然曲折，但并不传奇。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电力职工，一辈子在电力（能源）系统工作。我只是

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为电力、能源法制建设、依

法治企做出一点努力，虽然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但不具有写回忆录的资格。



虽然我拒绝了亲朋好友的建议，但为了总结自己

过往今来的得与失、对与错，想想自己一生都做过哪

些值得记忆的事（也是一种自我精神陶醉），更何况这

还可以让子女、亲友了解我、理解我，在此思想支配下，

我才动笔把我从出生到退休 60余年的记忆简要进行了

归纳，不全面、不完整、未加工，想到哪写到哪，毫

无章法，只能作为亲朋好友茶余饭后开心的笑料，并

留作纪念。

由于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2011 年 4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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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生到老的成长，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过程，也会遇到不同的事件，

促成每个人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平平淡淡，顺顺利利；

有的人曲曲折折，轰轰烈烈；有的人坎坷不平，半

路夭折；也有的人百难不死，最终功成名就。

我是数亿人中的一员，我的成长经历了不同的

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变迁。既有平平淡淡，又有

风风雨雨；既有曲折坎坷，又有为国贡献而自我欣

慰的小小成绩。

我回忆往事，不是为了夸耀自己，也不是为了

批评自己，只是年老了，想让子女、亲友了解我这

一生的成长过程不易，请家人原谅我没有抽出更多

的时间和家人亲友相聚。虽然我的一生不是太辉煌，

但它证明了我敢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有失败，

有成功，有痛苦，有愉快，我没有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也没有因小小成绩而骄傲。希望我的后人在社会上

谋生时、努力工作时、为事业打拼时，能从我的成

长过程中汲取一点点有益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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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从胎到人，从母体内到母体外，意味着出生。我

出生在一个叫愚公屯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地理位置是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西南不到 50公里的地方。这个村

庄之所以叫愚公屯，老人们传说是因为“愚公移山”

的愚公后人移居此地，为纪念先人而起的名字。这个

名字的来源是否准确无从考证。这个村庄原先没有几

户人家，清末，山东、河北人闯关东时，随着垦荒人

的增多，逐渐形成规模。由于这个村庄地处三江平原，

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当时政府管制不严，

成了闯关东人生存的乐土。当时的人们也不懂规划，随

便找一块地，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想法，盖几间干打垒

的土坯茅草房子，再围一个院子种菜种树，饲养鸡、鸭、

鹅、猪、狗、牛、羊之类的家畜。那时候不用办理土

地使用批准手续，人们在荒野上随意垦荒，随意盖房，

随意居住，随意劳动生活，保持着初始生活和精神面貌。

因此，村庄也显得不够整齐。

我爷爷就是在闯关东的移民大潮中从山东昌邑来

一



4

信
念
与
奋
斗—

—

六
十
年
的
记
忆

到此地落户并开荒种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安逸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地人口大量增加，形成有几

十户人的村庄。人们安居乐业，家家有地种。村外未

开垦的湿地、河滩到处是野鸡野鸭，有水就有鱼，有

林就有兽。无事之时，人们尤其是妇女小孩就到河滩

捡拾野鸭蛋，到水中捞鱼。冬季，男人们狩猎，打点

野味，改善生活。老人们形容那时候“棒打狍子瓢舀

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一点不夸张，表明当地生活好、

自然生态好，人们生活富裕。当时持有猎枪不受限制，

所以男人们把狩猎当作乐趣，打飞鸟、打野鸡、打狍子、

打野兔。为了保护村庄，保护老人、小孩、妇女安全，

许多男人自动组织起来打野猪、打狼、打黑瞎子（熊）。

那时候野生动物多得成灾，有时，野猪、黑瞎子和狼

成群结队闯进村子里，吃家畜、祸害庄稼。据我爷爷讲，

最多的一次有 500多头黑瞎子由松花江北游到江南闯

进村庄“游行示威”，吓得家家户户关窗闭户。小孩哭

闹时，家长往往吓唬说：“不准哭，再哭黑瞎子来了”，

小孩便不敢再哭闹。

北伐之后，溥仪跑到东北，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伪

满洲国，继续称王称帝。后来张作霖统治了东北。日

本侵华后，首先占领了东北。北大荒这个世外桃源的

平静被打破了。军阀争战、土匪横行、帝国主义侵略

者肆意烧杀抢夺，打破了人们安定的生活。这里的人

也开始分化，有的成了地主，大肆兼并土地，有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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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有的当土匪，也有的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

率先抗战、革命。男人们很少再安心种地了。

我的父亲、叔叔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了民

主联军，后因组织安排，到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大学

习和工作，直到 1945年日军投降。但当时国民党反共

夺权、土匪活动猖狂，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我父亲转

到地方政府工作。

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阴历 2月初 9卯时，

我出生在佳木斯愚公屯这个小村庄。这个时候，我爷

爷的儿女有的成家立业、独立生活，有的参加革命、

长期在外。由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土匪的连年抢夺，

我们这个家庭已经很贫困。母亲是在寄居的葛家的茅

草房北炕上生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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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我出生之时，虽已阴历 2月，但在我国最东北的

地方，仍然是冰天雪地。母亲告诉我，我出生时大雪不

断，屋外刮着“大烟炮”（暴风雪），屋里很冷，土炕

上只有一张破炕席，一床破被。由于生活艰难，母亲

营养不良，我一出生就无奶可吃，母亲和房东家的老

奶奶及我三大爷（三伯父）用土豆泥喂养我，以维持

生命，是土豆养活了我。在我的记忆中，土豆是生命

存在与延续的宝食，我对土豆可以说是酷爱。直到现在，

不管参加什么宴席，有可能时我都要一个土豆加工的

菜，许多朋友不理解，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无论在

感情上，还是生存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土豆，永远不

会抛弃土豆。

在我不满一岁时，一天我突然发高烧，哭闹不止，

到夜里终于停止了哭闹，也停止了呼吸，只是体温还

存在。那时母亲无钱找大夫（医生）看病医治，也找

不到大夫治病，一筹莫展。邻居们都说：“这孩子不

行了，准备后事吧。”所谓后事，无非是用破草席卷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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