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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8 月 20 日李先念副主席未铁吟县凡河公社视察时的情景。(因中间面向李副

主席侧主者为本文作者。)

(志新供稿)



李先念同志等中央领导，正在视察五角湖村水稻 生

长情况。(李益氏摄)



回忆李先念副主席视察凡河公社

王志新

1978年 8 月 20 日上午 8 时50分至 10时::0分，时任中共中

-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余秩望、陈永责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注阳军区司

令员李德生及李先念副主嚣的夫人林佳媚同志，在中共辽宁

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第二书记任仲壳、省委书记陈震如、

胡亦民、省革委会副主任赵奇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对铁怜、

县凡河公社进行了视察。

当时我兼任凡河公社党委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兼〉。

8 月 20 日早八点我和县委书记金维江、县革委会主任孙文忠

等同志赶到注铁交界的童在路桥头迎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

志。我们刚茹整路桥头，铁龄地委书记王樨棠、副书记孙维

太等领导向志也先后赶到。

8 点30分，李先念副主窍等中央及省领导同志乘坐的

a沈阳面包"车队到达整路桥头。我登上第一辆"面包"

车，李先念副主席面带笑容，态度和蔼，马上把手停过来和

我亲切地握手，我原来的紧张心理一下子消失了。李先念副

主席让我坐在他的身旁，右边是林佳辑同志，后面座位上有

李德生、曾绍山、任f中夷三位同志。当我坐下来以后，李先

念副主席向我"这就是你们凡泻公桂吗? "我告诉他老人

家，这是铁岭县的新台子公社，是铁岭县和沈阳市的交界地



方。李副主席高兴地说 z 看出来了，路两旁有树了，很晚

罩，这很好，和朋才走的路不一样"。因为当时铁岭县抓四·

芳绿化，路树比较整齐，沈阳界尚未动手。〈先念副主席走

后，拉~13市委领导亲自来凡71lJ公社参观，经i王一秋的努刀，

担树也栽上了〉。

我们坐在车上，一边走我一边向李副主席汇报工作。李

先念副主窍不断地向我提出闰题，让我回答。因为他的态度

可亲，平易近人，又非常关心农业的发展J 农民的衣、食、

住、行，所以我也就无梅无柬边同他老人家谈起了农村的情

况。因为当时剧粉碎"四人帮"不久，也正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拨乱反正工作尚未大规模的展开，好多

政策没落实，在汇报过程中李先念副主席对我提出的问题都

做了非常明确的指示。当车进行到憨路后怜的时候，李先

念副主席指着东面的小山问我=J那边的山上为什么不栽

树"?我说 z 过去载过树，因为树小离远看不清 z 也有的堆

方由于管理不好，成活率低，年年栽树，年年不成林。李副

主窍指示说 z "管理要有制度，毁林者要罚"。接着我汇报

了凡河公社当时制定的凡项制度。我说 z 我们凡河公社有四{牛

事违宪者要罚的，现在对黑中央四十二号文件，我们认为罚的

对，要继续坚持。一是毁林者罚，毁坏一棵树罚款六元。效

果银好，把树保存下来了，不知有没有锚，我们认为是对的。

如果我们做错了，回去我就改。李副主露说 u这不是强迫

命令。这个制度是马先主义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当然

有些文件兢定也有非马列主义的"。任仲夷同志插话说 z

a这个制度不能改"。我汇报的第二件事是护青公约，即f街

粮者罚。是群众市j订的公约，我们认为是廷的，不能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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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副主席说 z e这样做是对的。"我接着汇报说 s 还有

两件事我的对照中央四十二号文件检查，认为是做错丁，正

在进行检讨。先念副主窍陪毒 气卡么事'? ..我说 z 一个是农

民追化程，我们这里有个坏习惯，追思不斟坑，满地撤，叫

做"六月雪.. • Jj~效能损失30骨，我们规定撤"六丹雪"的

罚款二元。提前一个月向群众宣传了，今年只罚三、四个

人，全社就没有摄"六月雪"的了。效果虽然很好，但由于

工作要求一刀切，若E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我的巳检讨一次

了，还要进一步检查。李副主席说= "深施化肥是个好制

度，为什么要检讨。"我'说 z 还有铲地伤苦的事，种地十成

茵，铲完三遍剩八成苗了，所以我们规定砍苗者罚。李副主

席告诉我z "没有检讨的必要。当然要分析是技术不熟练还

是不负责任砍掉的。"又说= "对一些制度要加以分析，凡

是保护群众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坚持下去。"林

佳媚同志也说"主要是靠政治思想工作，但有的人没觉

悟，也要有个制度。"

因为当时中央发了个四十二号文件，是反对强迫命令的

文件，有些地方把正确的规章制庭也同强迫命令一齐反掉

了。基层干部正在检讨，地委也正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

议。李先念副主席视察后的第二天，我便在大会上汇提于李

先念副主席的指示，一下子把大家解放了。

李先念副主席一边听取我的汇报，一边看着车外的村

庄、自里的庄稼。当路过得胜台大队的时候，问我"这里

庄稼长的不好是什么原因苦"我说 z 这是个后进队，主要是

领导班子软弱，最近调整了班子，开始好转。李副主席说 z

领导班子很重要:一看庄稼就看出来了，你扪要采取措撞，

3 



首先解决好领导班子，担这个队搞上去。

五角潮是个水国大队，青一色的Jj(E8条田，水稻长的非

常好。.李先念副主席让车停下来，亲自到国商视察，由公路

到闺阁隔一道较宽的排水沟，摇时用几根木头搭一个小桥，

我们担心先念副主席走此桥有困难，可李副主窍虽已年过七

十，但身体非常好，、颠和地度过了小桥，亲自到田间视察。

听说凡河公社是辽宁省第一个恙产突破一亿斤的公社后，他

老人家非常高兴。他租余秋里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丑，河

公挂提出要求说=你们公社有十五万亩耕地，亩产搞到一千

斤，总产一忆五千万斤，种籽、口粮、词料每人留八九百斤，

每年给国家提供六千万、七千万或者八千万斤鞍食，这就是

你们的贡献 1

李先念副主席从早上八点五十分一直视察到十点三十

分，看了八个大队，没吃饭也没喝一口水，忍又马上坐火车赶

在黑龙江视察。

以李先念副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工作十分繁'贮

当中来号是龄县凡河公社视察，当时对旱田、水田、撞树造

林、农田建设以及群众生活、住窍、医疗、计划生育等问题

都作了询问和指示，给凡?可公社及号是拎丢干部、群众以极大

鼓舞和推动，所提的希望和要求，我们是长记不忘的。

李副主意视察铁传甚凡河公社至今E二十一年有余了。凡

河公社〈现改为凡河镇〉先后换了几压党委书记，但他们都

牢记李Mll主席的指示，领导全镇人民大搞哀田基本建设，猥

扭飞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均有较来发展。到一九八兰年，经

过五年的奋斗，粮豆亩产达到一千斤，总产超过一亿五千万

斤。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九千四百多万斤。我们曾用书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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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二33主副主席手~~完 1-1-'央做{ iLf泣。

本文作者 2 王志新，现任铁岭1Ì:î畜牧司局长。

编者按z 凡污公社 1985年改为乡， 1989年改为镇。 1988

年初被教哈市列为"铁南特区..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

大刀发品商品经济。据 1988年底统计=当年全，乡社会总产位

达一亿五万多万元。其中乡、坊、户三级工业部产值七千万

元:多种经营四千五百万元:农业在遭受自然灾害锦情况

下，粮食总产一亿二千三百八十多万斤，向国家完成定购之

千五百六十万斤。人均收入六百六十二元。比大丰收的 198 3

年人均增收 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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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尚洁的一生

陈志新

XtJ尚清字海泉， 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于今辽宁省

〈原奉天省〉挟持县镇西堡乡果子画有一个农家。兄弟三

人，对常清居民。其弟皆业农，强刘尚清读书走仕途路，飞

黄腾达。如j尚清幼入私塾启蒙，稍长诵渎四书五经。XtJ勤

奋好学，年二十己博学多蜀，学识优异岳全县数十名前生

〈秀才〉之苦。遂就外傅设Ijf是授佳<<菇求教学相长。"

1907年 5 月，清廷改奉、吉、黑为行省，设东三省总督取代

盛京将军，徐世昌充其苦任。 1909年 1 月，徐世昌内调自5传

部尚书，以锡良继其后任。 1911年 3 月，赵尔翼再次出关赴

任东三省总督。<<督署设承宣、咨议两厅及交棒、旗务、民

政、提学、度支、功业、蒙务等乞窍，选用地方费能充任干

部，更改仕学馆为奉天"法玫学堂"，储备识练人材。刘白

清在改制之初，入选派度支部任职。年内升迁科长，并入奉

天法政学堂甲班深造。 1913年任奉天财政司科长。刘尚清子

法政学堂学或毕业，在 1914年春，被派赴东三省宫银号工

作，不久升任总办。

1916年 4 月，张作霖驱逐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

巡按使的段乏贵，受封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代巡接

使，执掌奉天军政大权。就任之弱，张作霖即以整顿奉天混

乱金融为急务，委王树翰为财政厅长， Xtl 尚清继续留任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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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宫银号总办。当时东三省金融紊乱，纸币复杂，特芳自受欧

战影响，奉天小洋票就酿成挤兑形势。张作霖一面指示印发

于纸币，一噩没收私船，但收效不犬，到 10月间，奉天小洋票

挤芫日益严重u 一张作霖为稳定金融物价，巩固其统治地位，

多次与王树辑、为j 肖清研究对策，欲使用一种惊人的非常手

-段，遂 g召来宫银号恙办刘海清，告以欲毙兴业银行副经理

刘鸣歧等五人。，. ~j尚清正以挤兑风潮无法平息而苦恼，闻

得此举摄表赞同，内 JL'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对自清退出炜府

径直去作新EjJ属窟，扇窗召唤王瑞之(时主任高等审判厅撞

，事) ，向其透露张作霖拟镇压不法钱商之事。王说，此事按

理应该归法院审讯处理。为j满清听后不以为姥说，法官拘守

律条，程序繁琐恐涉宽级，即使判以死刑，也不如肆诸市朝

以散效尤，莫如采取非常手段，压下挤兑风潮。<<奉票挤克

风潮愈演愈烈，张作霖将勾结日人进行挤兑活动的兴业银行

副经理为j鸣歧， '王露宿昌'金店执事黄就廷等五人"在大

西边门处决，以示镇压。时在 11月 10 日。这是张作霖主政以

来为维持钱法研采取的第→次非常手段。枪毙几个人，只能

摸ffi一时，并不是救治挤兑之风的根本办法，事隔不久，挤

兑风潮又刮了起来。

1917年 11月，东三省宫银号总办:XrJ尚需，日夜筹划解救

挤兑办法，还是被奉票挤兑风潮困扰得一筹莫展。如i尚清想

到以往镜商求兑，多f昔日谓拨汇款由，今若用开汇票的方

式，把款汇出备镜商购货使用，他们便无谓在奉天索兑了。

为j尚清又一想这办法虽好只是给特定入使用的，不能普遍流

通，用途甚是狭窄，对解决挤兑风潮作用不大。如i尚清经过

冥思苦嚣， H聚然 f司想到山西号票的汇票，时有持票人以信用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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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彼此周转，这不也类假纸币吗辛遂与号内经理们一再

错究，想发行这样的汇兑票，但又感到向外埠汇款，统论大

洋，不适合在奉天使用小洋的习横。经反复磋商，仍是不得

要领，旋又作罢。一天， ~J尚清去作新印刷局，先在客厅小

葱，怎又敲门唤王瑞之，见面就说，我有一事技告:商量。于

是， ~J尚清详细读出他的意见。王瑞之只回答说<<票字不

如券字"。至于对大、小洋的问题，王并未表示任何意晃。

这时作新印脱局经理为j持三从旁插话说<<大洋一元抵七角

二分，若小洋十二角，能不能抵得上专.. :XIJ尚清钝然大悟

说"仲三，此话正合吾忘"。翌岳，刘尚请到号里，将此串

议说成是他的灵机，敢为锦囊妙计拿出来的，得到经理门的

赞成。遂决定以小洋为基础，规定十二角作大洋一元，名之

曰"一二大洋汇克券"。其具体办法是储置现银于上海，以

为汇本，另发薪券，每元好合理银七角二分，任凭离民在上

海购货，就地结j拨现银，但不存在奉天索觉。宫银号的小洋

票，不准在奉天市茵通用，因此这种汇兑券，也就代替了小

洋票，在东北三省境内通用了。至于奉天兴业银行发行的小

洋票，员!j改称债券，一年付利息两次，仍旧流通于市亩，不

汇克也不兑现。 u一二大洋汇兑券"，于1917年计划呈准，

到 1918年 7 耳始发行，它对手持奉票挤克风潮，缓和金融在

机，起到不小作用。张作霖主政奉天以来，维持奉票和中、

交票的稳定采取了诸多措施，不容其毛荒，物价基本保持稳

定。这其中均由清黯是花过心血和出过力的，因此，深得张

作霖的信任，同时也为他宦海平步青云铺平了道路。

1918年 9 月 10日，张作霖任东三省巡商使，政治势力不

断扩大。金融自"一二大洋券"发行后，挤兑之风也模有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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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年 11月，刘尚清以奉票25万元在奉天大北关开办 a纯

益理丝公司，生产花素辑和纯丝。.. 1919年 6)号，张作霖的

亲信孙烈臣被北京玫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q 亮、黑巨

于赴任前在奉天黑张作霖商定黑龙江省重要文武宫员的人选
向题z 起用丁超为督军署参谋长，袁金凯为秘书长，宋文郁

为全省警务处长. :XJj 尚需署理财政厅长，网罗奉系文武宫

员，组成黑龙江省新班底。 8JL 对尚清辞去东三省宫银号

总办，彭贤暂代其职。 9 月 2413 ，如j尚清被深往黑龙江省署

理财政厅长。 19~O年兼鹤岗煤矿公司总办。 6 月 5 13 任黑龙
江省财政厅长兼任吉林永济宫银号总办。 1921年 5 月免去黑

龙江省财政厅民职。

张作蒜随着政治权势延伸到东三省全境，愈感到财政金

融混乱造成的m:害再不能继续下去了。为进一步巩圈其统

治，扩大地盘，有必要改变原有钱法各自为政的局噩，遂设

立一联合金融机韵，使金融灵活变通。.故于1922年 I 月筹建

东三省银行，行址设在哈尔滨。 11月委任刘尚清兼该行总

办。 1924年初，如j常清提议再次发行"一二大洋汇兑券"

却遭到东三省宫银号总办于冲汉的反对，遂之子又提出辞职

申请。 7 月，为统一东三省市韶，东三省官银号又将东三省

银行、兴业银行合井，增资奉大洋两千万元。刘尚请复出任

东三省宫锻号总办。

在第二次直奉战前， "潘复在经济上自主系关系相当

探，在直奉掌握财政时，安擂，一些个人势力，暗中左右一

切。直系在第二次主奉大战中败北后，潘复又帮助直系拉拢

奉系权要人物，如介绍~j尚清等奉系得力人物参加德兴盐务

公司，以保全直系经济力量。" 1925年文革尚需任奉天商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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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捞回就斤斤早 A奉天省长王永江辞职， 派莫
言辞去中芽口F 人，暂任代理奉天省长。 9 月町，刘尚

. .耐督办职 ， 于冲汉继其后任。 19 27年 6 月 ， 张作

霖飞忍京就每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末
代最高统治者。 潘复受命组阁， xrl尚清出任潘内阁农工商总

长。 同年 1 0月 3 日 ， 张作霖特任刘尚清署理奉天省长， 与莫

德惠的职务对调 。 至此奉天才有正式省长。 xrJ 尚清以奉天省

长兼领财政厅长职，遂即返奉走马上任。

如j尚清既到任，政务厅长王镜寰月辞， 易以关定保协助

刘尚清治理金融财政。关乃辽阳人，旧时为王永江所赏识。

刘尚清还派张之汉、 李友兰、 孙祖昌 、 吴恩培为省公署参

议，皆一时奉天省所谓名流， 多为东北金融界刘之旧部，参

与谋划要政与决策 ， 驾驭起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如l 尚清

任省长兼财政厅长，可谓受命于张作霖统治走向没落、财

政金融危难之际，遂施行其金融之熟练手法。 首先整顿金

融 u以不兑现纸币大量收购土产换现。"并于 10月 2~ 日 下

令，限制私立银行钱号不能大宗收购粮食，以便集中于官府

经营 。 同时刘尚清还在税吕上增设附加 ， 其最不得人心的要

算筹济局的设立 ， 但未能起作用。 金融一度平稳， 奉票比现

洋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

1927年 11月 1 日， 王永江病逝于金州老家，依例刘尚清

应兼领东北大学 饺长，成为东北大学第二任校长。刘尚清接

任东大校长后，即以同乡冯广民代替吴家象为东北大学总务

长。 并将文、 法、 理、工四科改为四个分院 ， 以省公署第四

科主任、留美文学学士周守一 ( 又名周天放 ) 为 文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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