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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林枫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
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恩来总理
掌管国务院的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广播各部门的工作。
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林枫当选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3年初，林枫调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
“在新的形势下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出一批有理

论修养、有坚强党性的领导骨干，以适应革命和建设发展
的需要……学习的目的在于认识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研
究事物的客观规律，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革命和建设
中的各种问题。”这是 1963年，在中央向全党提出“重新教
育干部”重要任务时，林枫向中央递交的报告中所提出
的。而这份报告，也正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有名的“四一报
告”。这些办学方针和原则的提出，为党校工作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

在2021年4月的北国初春，伫立在林枫故居纪念馆中，
倾听着耳边清晰明脆的讲解，回想半个世纪前，一位伟大共
产党人的身体力行与远见卓识，即便投射于今日的新形势
之中，仍然充满着无尽活力和持续洗涤思想的澎湃动能。

林枫 望奎小城写满他的

□本报记者 张磊

在绥化市望奎县小城东南一隅，一座古朴的小院安静地向人们敞开
着大门——林枫故居纪念馆，到这里参观的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烙在
展品上的那抹红色印记：百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
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林枫，曾生活
在这里。

林枫，1906年9月30日出生在望奎县，1927年3月在天津南开中学加
入中国共产党。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晋西南
区党委书记、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等职。

“自1945年抗战胜利至1954年底离开东北，10年间，林枫同志殚精
竭虑，忘我工作，始终如一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坚持原则、
求真务实，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为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林枫故居纪念馆内，听着讲解员平缓清晰的
讲解，看着泛黄的信函、文件、老旧的钢笔、斑驳的皮质公文包、摩挲得锃
亮的铜墨盒……一件件文物和表情坚毅的林枫塑像在记者脑海中叠合，
耳边似有大提琴缓缓奏响，低沉安静，却又慷慨激昂，全情演绎着这座房
子的主人公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我常常听到他对一些干部说，认识
问题要深刻，要入骨三分。工作要流汗，才有
成效……他对党忠诚，为人正派，看问题深刻，
有远见卓实，又有丰富的感情……”

——郭明秋《职业革命家》

在林枫几十年的革
命生涯中，他一贯坚持从
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
工作作风。他认为只有
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
是检验纲领行动的试金
石。

省委史志研究室一
级调研员崔艳波提供的
资料显示，早在进入东北
之前，林枫在晋绥边区召
开的一次大会上曾明确
指出“大家到东北去，要
为人民好好服务，每个人
都要变成一棵柳树，与当
地人民结合好。”到东北
后，在 1947年和 1948年
的东北行政会议上，他反
复强调走群众路线的重
要性。他说：“整个民主
政权的建立及其工作，都
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无论政策、法令、
法律、制度、组织形式、工
作作风、生活方式等等，
都应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如果我们能经
常根据这一条办事，基本
上是不会错的。”

林枫对东北地区土
地改革运动的进展状况
非常关心。由于受当时

“左”的错误影响，加上深
受压迫的农民报仇心切，
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偏离
了正确轨道，各地侵害中
农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
不能正确对待地主富
农。有人提出“贫雇农打
江山，贫雇农坐江山”“地
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针对这些问题，当时
负责东北行政委员会工
作的林枫组织几个调查
组分赴各地搞调查。他

亲自带队两次到安达县，
先后利用一个多月时间
在昂昂溪、齐齐哈尔、北
安、绥化、佳木斯、牡丹江
等地调研。通过调查林
枫了解了实际情况，制定
了有关措施，土改中“左”
的倾向很快得到纠正，保
证了土改沿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

土改结束后，又出现
了新的情况。在北满部
分地区，农民自发地组织
了“合伙组”“合作社”等
农业联合组织，有人认为
这是干部强迫命令搞起
来的“空想农业社会主
义”，要求解散这些组
织。林枫以高度求实的
精神，既不搞强迫命令，
又不能挫伤农民积极
性。他深入到绥化、牡丹
江、佳木斯等地农村进行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经了解发现，由于北满地
区拥有大片可垦荒地，而
小农经济是分散经营的，
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
要，贫雇农在分得土地
耕畜后自发地组织起互
助合作组织，这是新情
况下的新事物。林枫认
为互助合作是由一般互
助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
形式，如果看不到或者
不重视它的社会主义因
素，就会犯右倾错误；如
果忽视或否定它的私有
基础，过急地扩大公共
积累，就会犯“左”倾错
误。搞互助合作要由低
级到高级。

后来的农村合作进
程验证了林枫的远见卓
识。

“……他认真听取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虚心地说服教育，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
的这种民主作风赢得了我对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

——姚依林回忆

身为东北行政领导人，林枫从不
搞特殊化，生活俭朴，经常轻车简从，
从不给地方添麻烦。

据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关梦觉教
授回忆：“1948年夏，有一天，我在齐
齐哈尔街头遇见了林枫同志，一打听
才知道他是乘火车来视察工作的，未
惊动任何人，就从车站步行十来里路
走到城里。我认出他后，陪他到（黑
嫩省）省政府大楼休息。林枫同志真
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啊！”

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林枫发现东
北西部广大地区的农民虽然获得了
土地，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在困扰着
他们。每到春季风沙袭来时，农民们
就得躲避，“沙进人退”。于是他组织
专家调研，经过研究，于 1951年 7月

向东北人民政府提出营造西部地区
防护林的建议。1952年1月，东北人
民政府作出《关于营造东北地区西部
防护林带的决定》，东北防护林带东
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
南的富裕、甘南，长 1100余公里，最
宽 300余公里，总括 60余县，预计受
益面积约达40余万平方公里。这一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显示了林枫对人
民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高度负责
的精神。

整治水患是林枫为东北人民解
决的又一件大事。东北境内的主要
河流辽河流域经常发生严重水患，每
年都有千百万亩农田遭到洪水的侵
袭，不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而且水土流失严重。林枫在抗洪

救灾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从
根本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否则人
民生活就不能稳定，生产热情就不能
高涨，百姓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经过
反复调查研究，林枫提出在浑河流域
的大伙房修建集防洪、灌溉、城市用
水、发电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库。在林
枫指导下，1958年水库基本建成，它
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群众的切
身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形势蒸蒸日上，
取得了很大成绩。解放战争三年时
间，东北地区支援前线粮食达 450万
吨。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粮食
达 1.1亿多万斤，从而保证了军用民
需。

“……他那深沉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
虽然外表看上去是显得疲倦，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
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爱泼斯坦《我认识和了解的林枫同志》

学习笔记。本报记者 张澍摄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