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
街上，有一栋灰色的“工”字型办
公楼，大楼门前立有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以下简称为“全国工商联”）
旧址。从一张张模糊的旧照，到
一个个耀眼的纪念杯，珍藏在这
里的历史资料共同记述着，70 多
年来，工商联在团结广大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投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
的巨大作用。

在全国工商联的办公旧址内，
两张“营业执照”掀开了我国民营
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次年，国务院批转的
《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
的报告》指出：“可以根据当地市场
需要，在征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
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
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

个体劳动。”
迎着这阵东风，章华妹带着两

张照片前往温州鼓楼工商所，靠着
出售针线、纽扣、表带等小商品，正
式申请了一张营业执照。同年 12
月，主营小百货的执照“东工商证
字第 10101号”由温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

做生意不再是章华妹口中“偷

偷摸摸”的事，她手中这张“营业执
照”也成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
营业执照。

那一年的温州，与章华妹一
样，申领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
的共有 1844人，个体经济开始遍地
开花，大批个体经营户逐渐步入历
史舞台。

然而，大连的个体户姜维遇到

了新的难题。经营一家照相摊的
他，尽管与香港一位廖姓商人达成
了合资意向，但政府工作人员查遍
当时有关文件和法律，都没有找到
相关政策依据。

为寻求政策支持，姜维来到了
北京。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关领导
很快注意到了他的问题，并协调相
关部门就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进
行论证研究。

1985年，经国务院特批，国家
工商总局正式向大连市工商局授
权，向姜维颁发了全国首张私营企
业执照。姜维将公司取名为“光
彩”，这不仅寓意着姜维个人的“光
彩”，更是私营企业重新出现在中
国的重要标志。

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
策得到了落实。截至 1988年底，全
国已有 1000多万个体户和私营企
业，雇用工人总计达 2480万人。

（据统战新语）

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 文人轶事 ■

王光泽在分散突围中只身来
到川湘边界，隐蔽在一个贫苦农
民吴荣友老大爷家里。两天后，
吴荣友给王光泽换上了便衣，化
装成农民，背上背篓，带上几斤红
薯作干粮，指明了去湖南花垣的
路线。王光泽上路以后，行至上
川，不幸被当地民团认出逮捕。

反动川军头目田冠伍接到
民团押来的王光泽，用尽心机
对其进行诱降，先是待若上宾，
设宴款待，假意夸奖说：王师长
年轻有为、英勇善战，是党国难
得的将才。又说：刘湘司令对
王师长更是器重，早已呈报上
峰，委以高位。但王光泽根本
不理这一套，而是抓住一切机
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反
共 反 人 民 的 罪 行 。 田 冠 伍 见
软的不行，恼羞成怒，现出他
的狰狞面目，企图用酷刑迫使
王 光 泽 屈 膝 就 范 。 于 是 施 以
皮鞭、夹棍，用尽酷刑都未使
王 光 泽 屈 服 。 田 冠 伍 一 筹 莫
展，最后只好请示上司，蒋介石
立即电令：“就地处决。”1934 年
12 月 21 日，敌人将王光泽用绳
索死死捆在一张椅子上，然后
锁上沉重的脚镣，并用两颗烧

红的粗铆钉将脚镣钉死，抬到
酉阳县龙潭镇外 4 里多路远的
荒山上——邬家坡泡桐树下，
秘密杀害。

为了纪念这位坚贞不屈的共
产主义战士、酉阳县委将烈士遗
骨移葬于龙潭镇烈士陵园，遗骨
上的那副罪恶的铁镣至今陈列于
酉阳县历史博物馆，它将永远以
无声的言辞，向参观者诉说着反
动派的残暴罪行。

王光泽虽然英勇牺牲了，
但 是 黔 东 独 立 师 突 围 出 去 的
指 战员归回主力红军后，继承
王光泽的未竟之志，在湘西广
大地区展开斗争，使苏维埃的
红旗又在湘鄂川黔四省边区高
高飘扬。

王光泽烈士短暂的一生，充
分诠释了他对党和军队无限忠
诚，视死如归，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党员
风范。他用热血青年的赤胆忠
心，革命志士的风骨气节，共产
党员的生命和鲜血，红军将士的
气魄与精神，镌刻永不消逝的青
春！信仰长存，青春无悔，王光泽
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据中共衡阳党史网 衡南县
融媒体中心）

1982 年 4 月，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邬家坡的老泡桐树下，人们发现了一具无名骸骨。遗骨被发现
时，脚上戴着一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所使用的铁质脚镣，其状惨不忍睹。酉阳县相关部门立即对遗
骨的身份进行了调查。经考证，这具遗骸的主人就是1934 年失踪的红军独立师师长王光泽。

王光泽，湖南省衡山县金花乡鹤桥村谭家湾人（今衡东县城关镇鹤桥村），曾任乡赤卫队长、区警
卫连长、茶陵独立团团长、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1934 年，随红六军团到湘西创建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任黔东独立师师长，率部在黔东地区坚持斗争。1934 年 11 月 28 日在四川秀山被敌人逮
捕，1934 年12月21日在酉阳县被秘密杀害。

红军独立师师长王光泽：

王光泽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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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泽，1903 年 11 月出生于
一个贫农家庭，童年时的王光泽聪
慧、惹人喜爱，6岁被本族的私塾老
师王世亭收作弟子，后因家境贫寒
辍学，8岁成了地主家的放牛娃，11
岁到攸县舅父家学木匠，19岁离开
攸县到茶陵腰陂镇做工。

1926年，青年王光泽在腰陂镇
参加工农运动，带领镇上的工农群
众，冲到一户土豪开的杂货铺里，
把土豪靠剥削得来的东西分给贫

苦群众。
1930年 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扩展到了茶陵，腰陂镇建立红色
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工会、农会等
群众团体。王光泽被群众推选为
腰陂镇工会主席兼赤卫队长，并加
入中国共产党。镇上的广茂隆烟
馆贩卖鸦片，王光泽带领赤卫队
员，把烟馆的鸦片全部烧毁，深得
群众赞誉。

1931年，腰陂镇赤卫队扩充为

警卫连，王光泽任副连长，后任连
长。在担任赤卫队长和警卫连长期
间，他作战勇敢机智，斗争坚决，任
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因而在 1932年
被调任茶陵县苏维埃警卫营营长。
1933年，茶陵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
王光泽升任为团长。不久，茶陵独
立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王光泽被任命为红六军团五十三团
团长，他积极参加了建设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多次立下战功。

多年的征战生活，使王光泽迅
速成为湘赣红军的一名骁将，受到指
战员的爱戴和信赖。

1934年 7月，湘鄂赣根据地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六军团为先遣
部队，开始长征。10月 26日，王光泽
随军到达酉阳县的南腰界，与红二
军团胜利会师，引起了敌人的恐
慌。蒋介石急忙调集重兵向川黔边
境压过来。为牵制敌人，策应中央
红军北上，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主力
迅速向湘西进军，同时留下一支约
500 人的队伍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黔
东独立师，掩护军团主力进军湘
西。王光泽任独立师师长，段苏权任
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师政委。王光泽
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率部队昼伏
夜行，东穿西插，在敌众我寡的情况
下，不顾连续几个月长途作战的疲
劳，找分散的小股敌人打。不到半
个月，独立师经历了二十几次战斗，
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拖住了数
十倍于己的敌人，成功地掩护了军
团主力向湘西进军。

11月 10日，川、湘两省敌军从左
右包抄黔东特区的印江县沙子场，企
图一口吞掉独立师。王光泽带领部队
钻深山、穿密林、攀悬岩，日夜兼程，终

于在 11月 14日甩脱了川、湘两省敌
军，到达梵净山。几天内，不断有小股
敌人进犯，均被击退。11月23日至24
日，王光泽指挥部队痛击李成章、柏辉
章的围剿部队，且战且退，突袭敌军，
击溃民团，撤离梵净山。在战斗中，政
委段苏权受重伤，王光泽率领部队进
入贵州松桃县境。26日，王光泽部队
在新庄遭敌人前后夹击，弹药消耗殆
尽。王光泽拔出大刀一声巨吼：“冲
呀！”战士们紧紧跟上，一阵肉搏战，杀开
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之后，王光泽
妥善安置重伤员，把政委段苏权安置
在秀山县雅江乡车田村，然后含泪告
别，率领部队继续前进。

11月 28日早晨，王光泽部队行
至川、湘交界的大板场，连续遭到当
地团防的袭击。当时正是初冬时节，
晨雾笼罩，部队人地生疏，辨不清方
向，摸不清敌情。

当部队迂回到达干坝子时，全
师只剩百余人，已是弹尽粮绝，战士
们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王光泽心
情沉重，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
突围，到湘西去找军团主力。战士们
依依不舍，王光泽又是命令又是劝
说，目送战士们的身影消失在迷蒙的
夜幕里。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出身贫寒 义无反顾踏上革命之路

浴血长征 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视死如归 英勇就义

消失48年后成遗骸 铁镣仍钉在脚踝上

王光泽师长就义时戴的脚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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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闻捷，本名巫之禄。
抗战爆发时，年仅十五六岁的他，来
到南京一家煤店当学徒。1938年，
他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日演剧队，经
常阅读能得到的进步书籍和中外文
学名著，也悄悄练习写作。

历史上，早在商代，曾有一个名
叫巫咸的人，是常熟地区第一位有
文献记载的人物，他是太戊帝手下
的一个宰相、国师，对商代的皇室有
功。可能是受到这个影响，巫之禄
改名为巫咸，表达自己的远大志
向。1938年底，成为中共党员后，他
又改名巫拓真，意为不仅要有远大
志向，更要在平常奋力开拓，不断追
求真理和进步。

1940年他来到延安，先在陕北
公学文工团边工作边学习，后在陕
北文工团工作，当演员学编剧。此
时，用名赵文节。取义从事文艺工
作，要做一个意志坚定，有节操，有
思想觉悟，能为理想奋斗到底的杰
出文艺战士。1944年，他的处女作秧
歌剧《加强自卫队》一炮打响。展露

写作才能后，被调至边区群众报社。
1945年，赵文节任报社编辑、记

者组组长。由于干上了新闻，也由
于该报与当时党中央机关报《解放
日报》不同，受众定位是基层群众和
基层干部，他需要常在文艺副刊上
发表通俗故事、连载小说等群众容
易读、容易懂又喜闻乐见的作品，于
是启用闻捷作笔名。

1952年元月起，他担任新华社
新疆分社社长，在疆工作至翌年夏
末调至北京养病。他笔耕不辍，
1955年某月，《人民文学》诗歌组收
到署名闻捷的一组投稿。这就是
《天山牧歌》一集前面所收的那几首
《向导》《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
《葡萄熟了》。诗中崭新的生活，新
颖的构思，鲜活的语言，淳朴的感
情，艺术上的讲究，立刻引起了诗歌
组同志们的注意。他们以发现这么
一位新作者而感到激动和喜悦。编
辑部决定立即刊用。这也是闻捷之
名蜚声诗坛，并成为杰出人民诗人
的正式开端。（据《人民政协报》）

1931 年 4 月，南京政府任命
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由
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山会议派“元老”
张继监誓。

仗着自己是国民党元老，张继
在典礼刚开始就发表了一番议论，
他说：“清华自建校以来已经 20个年
头了，虽然有好的房子，有好的教学
设备，每年花国家不少的钱，却没有
培养出什么杰出人才。”说到这里，
他突然话锋一转：“试看我们的中央
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一个是从
清华毕业出来的？”顿了一下，他又
以挑战性的口气对学生说：“在座各
位如有勇气的，请起来与兄弟讨论
一番。”说完，得意地喝了一口水，蔑
视着台下的学生。

出乎张继意料的是，他话音刚
落，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就
嚯地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接受了他
的挑战，不卑不亢地提出了三点质

询：“一、此次就职典礼，本校时间定
在上午十时，为何张委员你十时四
十五分才到？二、张委员所言人才，
不知是按什么标准来定的？如果按
学识、专长和成就来说，清华毕业的
人才比比皆是！”张人杰列举了一长
串科学、技术、工程、建筑等方面取
得成就的清华学生名单，然后反问
张继：“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
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
吗？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政客官
僚，清华却没有一个。或许是这一点
招致张委员的轻视吧。三、张委员也
是人，为什么与你谈话，还需要勇气，
难道张委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张人杰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四
起，窘得张继满脸通红。他只好悻
悻然站起来，尴尬地承认自己“失
言”，并“诚恳”地向学生道歉，这才
给自己找了个下台的阶梯。

（据《联谊报》）

1929 年 6 月，冰心（谢婉莹）与
社会学家吴文藻结为伉俪，成为坊
间美谈。同年秋，刘半农任北京大
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
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
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吴文藻是江阴县夏港镇河东
街人，刘半农是江阴县西门人，两
家相距不到 5 公里远，乡音极为接
近。如今同在一个大学教书，正所
谓千里他乡遇老乡，因此刘半农经
常到吴文藻夫妇的家里喝茶聊天，
两位老乡总是用江阴话交流。冰
心是福建人，哪里听得懂江阴话，
只能从两个人的表情中来分析意
思。有一回，冰心在情急之下，朝
着正忘乎所以交谈的吴文藻甩出
了一句：“听你们叽里呱啦的，真是
一群江阴强盗呀！”把说得起劲的
刘半农和吴文藻逗得哈哈大笑起
来。刘半农边笑边说：“那你岂不
是成了压寨夫人了？”冰心说：“既
然你封我为压寨夫人，那你可得给
我雕个大印。”刘半农慨然应允。
此为一说。

多年以后，文化界还流传着
“刘半农送压寨夫人印章给冰心”的
另外一个版本：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
结婚，同乡刘半农教授赶去祝贺，所
捎喜仪是一枚方方的石印章，章上镌
刻四字：“压寨夫人”。冰心甚是不
解，吴文藻笑着解释道：“我是江阴强
盗，你当然就是压寨夫人了。”

如此对照一想，就发现问题了：
刘半农到底是在吴文藻冰心新婚之
日送的印章，还是结婚几个月后送
的印章？

事实上，冰心在 1989 年 8 月写
的一篇小文《忆半农、天华先生》中，
明确谈到了刘半农调侃冰心是“压
寨夫人”故事，但十分惋惜的是，
刘半农从事语言文学研究一直很
忙，并且在 1934年 6月，刘半农为完
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
方言地图》的编写，冒着酷暑沿平绥
铁路深入绥远、内蒙古一带考察方
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7月
14 日在北平逝世，年仅 44 岁，也因
此没来得及雕刻“压寨夫人”的印章
送给冰心。 （据人民政协网）

闻捷四次改名

清华学生舌战国民党元老

“压寨夫人”冰心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
馆，陈列着一把红 5军团曾使用过的
大刀。这把锈迹斑斑的大刀长 60厘
米、重 2 公斤，刀柄末端有个圆环，
又叫环首大刀。

在战场搏杀中，由于大刀的刀
刃部分仅 40厘米长，杀伤力较弱，因
此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处于劣势。此
外，携带大刀还会增加战士的武器
负重，加剧体能消耗。

当时，红军战士选择装备大
刀，更多是无奈之举。刺刀制造工
艺精密，红军当时无法生产，而大刀
只需铁匠打制即可。即便是如此简
陋的大刀，还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
部队带来的“优势装备”，当时很多
红军战士所用大刀不过是一层薄薄
的铁皮。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红军战
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将传

统的刀术与战场搏击技术相融合，
不断改进，创造出更加有效的杀敌
术。赣州战役中，红 5 军团的战士
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
解救出来；水口恶战中，红 5 军团
的战士用大刀撕开了敌防线的一
道口子，一举击溃敌人。

（据《解放军报》）

红色大刀见精神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
馆内陈列的大刀。（资料图片）

左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右为改革开放后
全国首张私营企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