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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1958 年安徽之行：一切工作适合群众需要才能干好 

周 平 

安徽，这块伴着长江淮河发育成长的红色土地，在气清神爽的仲秋季节，愈显得多姿而多情。

1958 年 10 月 16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带着党和全国

人民的关怀和问候，在安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视察，行程千余里，先后视察了濉溪、宿县以

及蚌埠、淮南、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进农村、到工厂、去学校，与工人、农民、学生、

基层干部广泛接触、亲切交谈。 

 

  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 

 

  10 月 16 日，江淮大地一片深秋景象，湛蓝的天空明朗透亮…… 

 

  在这一天，刘少奇途经山东济南、江苏徐州，乘车来到安徽濉溪县卧龙人民公社。 

 

  下午 1 点 30 分，一行车队驶抵卧龙公社，县里、社里的干部群众早已等候在大门口迎

接。车门打开了，刘少奇身着黑呢子大衣，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和夫人王光美从车上一同走

了下来。 

 

  “刘主席来了！刘主席来了！”人们开始欢呼着围上前来，握着刘少奇的手连声说：“刘

主席好！”刘少奇也一一与大家握手问候。 

 

  进入公社办公室后，刘少奇看到大家有些紧张 ，就问大家是“哪里人？”“多大了？”“什

么时候入的党”，先拉起了家常，渐渐地大家都放松了下来。 

 

  社里群众请刘少奇等人品尝准备好的特产黄梨，王光美拿起一只，用小刀削好，切下几

块递给刘少奇。刘少奇吃了之后，说道：“味道很好嘛！” 

 

  随后，县里领导向刘少奇介绍了卧龙公社的水利建设情况：“过去这个社的多数土地为

低洼低产地，一到汛期，成片的庄稼地就浸泡在水中。为响应党中央兴修水利的号召，社里

的干部沿着汛期水流的方向沿途插上秫秸做标记，划出低洼地区，发动农民兴修水利，苦干

3 年，终于挖出纵横交错的 7 条大渠，加上无数小沟，河网密布，其中 长的一条大清沟全

长 20 余华里，宽 30 米、深约 3-4 米，彻底解决了当地水涝及干旱问题，并请来专家改种水

稻。现在这个社已经做到沟塘相连，基本上达到 70 天不下雨不受旱，10 天降雨 400 毫米不

受涝，今年的水稻产量预计比去年提高 5.8 倍。” 

 

  听到这里，刘少奇满意地点点头，说：“兴修水利是件大事，特别是易涝地区，它可以

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面貌，改善人民生活。”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农业是安

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要始终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

平。” 

 

  座谈会结束后，刘少奇踏着狭长的田埂，走到一块稻田旁，与正在收割晚稻的青年农民

亲切交谈，问寒问暖。随后，他又走下稻田，拿过一把镰刀，用手指试一试刀刃，然后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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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起稻子来。 

 

  大路边，田埂上，很快聚拢了不少人。 

 

  “刘主席到咱们村来看望大家来了!”濉溪县委书记许彩文向大伙介绍着。 

 

  “是刘主席，难怪这么面熟！”乡亲们激动地喊出声来。 

 

  “今年的收成还可以吧?”刘少奇指着一片金黄色的稻田问。 

 

  “早稻、晚稻都是丰收，亩产有的打 1000 多斤呢！” 

 

  “油菜的收成也不错。” 

 

  乡亲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七嘴八舌地向刘少奇报起喜来。 

 

  “除了种田，还有什么副业吗?” 

 

  “有。养猪，养鸡，也养些鸭。”乡亲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刘少奇听了满意地点点头…… 

 

  原定的 2 个小时时间很快到了。一直跟随在刘少奇身边的王光美看看表，小声地提醒：

“少奇同志，时间到了。”首长要走了，大家依依不舍。此时，一位社里的领导鼓足勇气对刘

少奇说：“刘主席，咱们合个影吧？”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大家忙着搬板凳坐下，围在

刘少奇身边，这一瞬间便定格成永恒。 

 

  离别卧龙公社，刘少奇顾不上休息，又视察了宿县农村。晚上，他又赶到蚌埠，听取了

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的汇报。17 日，刘少奇来到蚌埠市第三中学和蚌埠市各中学联合创办

的红旗农场等单位视察。 

 

  一切工作适合群众需要才能干好 

每天的活动日程，刘少奇都安排得很紧，常常误了吃饭和休息。视察完蚌埠后，刘少奇又到

淮南市视察。为了节省时间，刘少奇在蚌埠邀请淮南市委第一书记刘廉民上他的专列，听取

汇报。 

 

  刘廉民上了刘少奇的专列后，有些拘谨，不知说些什么好。坐在一旁的王光美见此情景，

马上递给他一个苹果，要他随便些。这样，刘廉民紧张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汇报起淮

南市的情况来。 

 

  刘廉民扼要介绍说：“淮南市是解放后建设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淮南的煤炭主要供应

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淮南煤矿 1949 年只有 3 个煤矿，全年产煤 110 多万吨。此外，只

有一个小型发电厂和面粉厂。经过 3 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煤矿已发展到 8 对矿井，

今年的煤炭产量预计可达到 800 万吨。扩建了发电厂，建设了矿山机械厂、选煤厂和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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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刘廉民的介绍，刘少奇连声说：“很好，很好。” 

 

  接着，刘少奇又问刘廉民：“听口音你是河北平山人吗?” 

 

  “我正是那里人，在西柏坡还听过您做土地改革的报告哩!” 

 

  不知不觉专列到了淮南田家庵火车站。 

 

  走下专列，已是晚上 7 时多，刘少奇没有休息，也顾不上吃晚饭，当即乘车来到安徽造

纸厂参观。 

 

  在该厂钢铁分厂参观时，刘少奇非常关心工人们的身体健康，询问炉前是否都搭了席棚，

炼铁工人穿的是什么鞋子。当他听说厂里自己能制造破碎机，工人不要用手来砸矿石时，显

得分外高兴。 

 

  在造纸厂视察结束后，已是晚上 8 点 25 分了，刘少奇不顾饥饿又坐车来到发电厂，由

厂负责人陪同到车间参观。走到汽机场旁，一位总工程师指着一台汽输机给刘少奇看，刘少

奇一边顺着工程师所指的位置察看，一边询问是不是国产的，是不是“发满了”。厂里的同志

告诉他说，所有的机器都在满负荷运转。 

 

  走进锅炉房，刘少奇仔细地从一个看火眼里察看火情。他对煤耗问题很关心，详细询问

了这个厂的煤耗情况。 

 

  当时淮南煤矿正在试用水力采煤，刘少奇对水力采煤很感兴趣，他说：“水力采煤安全，

效率高，用人少，可以推广。”当刘廉民汇报到水采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水采的钢管磨损厉

害、排煤高压泵解决不了时，刘少奇说：“生产才半个多月，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的，钢管

和变压泵的问题，可以找煤炭部帮助解决。” 

 

  接着，刘廉民向刘少奇汇报运输紧张的问题，煤堆在矿里运不出去，不仅外运紧张，矿

区内的运输也很紧张。听到这里，刘少奇指示说：“现在暴露这个问题，也就指出了我们今

后应该怎样搞。今后在这里建发电厂、炼焦厂、钢铁厂、化肥厂等等，产煤尽量就地使用。

这些厂的建设也要合理安排，使矿井挖出煤，可以直接送往选煤厂，洗选出来的煤，再送炼

焦厂，焦炭再送至高炉，矿区内就可以减少火车运输了。” 

 

  刘少奇还深刻地指出：“工业建设要选择适当地点，这不是条件论，这是客观规律。我

们的主观能动性要适应客观规律才能发挥作用，一切工作适合群众需要才能干好。” 

 

  参观结束后，刘少奇又同工人代表座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座谈会一直开到

晚上 10 点多钟，刘少奇连晚饭也顾不上吃，散会后就动身前往合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10 月 19 日，对合肥工业大学的全体师生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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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 时许，刘少奇在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合肥工业大学视察。他健

步走到等待已久的师生中间，同他们逐一握手、问候。 

 

  刘少奇首先来到校办电机制造厂。在同学们自己设计生产的一台庞大的 1050 千瓦电动

机前，刘少奇向同学们询问了电动机的性能和使用情况。校党委书记孙宗溶向刘少奇简要地

介绍了同学们试制 40 千瓦和 1050 千瓦电动机的经过，刘少奇听了连连称赞同学们的创造精

神。 

 

  接着，刘少奇又来到机工厂。他详细地视察了铸工、锻工、电焊及加工车间，正在车间

工作的同学们、工人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和敬意，有的同学跳跃着，欢呼着。刘少奇微笑着

向他们举手答礼。顷刻间，领袖与同学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在学校教育展览室，当刘少奇走到矿石展品前时，孙宗溶向他介绍说，“这是今年 9 月

地质系同学到安徽各地普查收集来的矿石，一共查出 50 余种矿石，蕴藏量 9 亿吨。”刘少奇

点头称好。 

 

  顺着展览室的次序，刘少奇察看了锁铁淦氧磁体，他问：“可以选矿?”站在一旁的柴登

榜教授答道：“可以。”看到导磁铁心时，刘少奇又问：“可不可以代替矽钢中?”“小的可以代

替。” 

 

  刘少奇兴致很浓，又走到自动瓦斯警报器跟前，仔细地查看并详细地询问了同学们的试

制过程，并请马逸吟同学现场做警报表演。在参观的过程中，他不时地称赞同学们在科研、

实验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走出展览室，刘少奇又来到学校会议室，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学校教育情况的汇报，并

同他们进行座谈。 

 

  听完汇报，刘少奇指出：“发展教育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教

育方针，使我们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明确的，这就是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和又红又专的人才，坚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我们

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贯彻好这个方针，使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适应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办教育要有战略眼光，树立长久观点。” 

 

  针对社会上少数人轻视教育和教学工作者的现象，刘少奇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我们

有的人看不起当教员这一行，当教员的也看不起自己，认为当教员就是侍候人，这个观点是

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剥削阶级那里来的。因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社会里，受侍候的人称作

为高贵的，侍候人的人被看作是下贱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都是互相侍候的，侍候别人

也就是侍候自己，那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就是观点问题，

应该解释清楚，把错误观点转变过来。” 

 

  刘少奇的一番话，博得师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家要照相，我也是很高兴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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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的汇报。21 日上午，在曾希圣

的陪同下，从合肥乘车前往芜湖视察。 

 

  10 时左右，一行鱼贯而来的车队在芜湖铁山交际处（今铁山宾馆）门前停下。刘少奇

步下车来，同迎候在这里的服务人员逐一握手问候。 

 

  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在事先听说刘少奇要来芜湖，已早早地把整个周围环境打扫得干干净

净，并特地为刘少奇的房间换上了新的台灯、床罩、被子等。谁知，刘少奇一到，便让接待

人员将为他准备的所有物品统统撤掉，换上他随身带来的一床白斜纹棉布毯、一条薄薄的毛

巾被，还有已经磨得发白的拖鞋、毛巾等日用品。 

 

  午餐时，刘少奇要求接待人员尽量简单，不要超过伙食标准。 

 

  吃过午饭，刘少奇顾不上休息，又召集地、市委负责人和工农代表开会，听取汇报并作

指示。座谈会后，刘少奇来到宾馆交际处，同工作人员徐锡麟闲谈起来。徐连忙让座，刘少

奇却不肯坐，说：“还是站着好。”于是，他便站着同徐锡麟拉起了家常。 

 

  刘少奇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况，随后又问他：“过去是不是读过书？” 

 

  徐锡麟说：“过去家里穷，半半拉拉念过两年小学就出来工作了。文化很低，做不好工

作。” 

 

  刘少奇对徐锡麟说：“那不是绝对的，很多工农干部，包括现在的一些部长，也没念过

很多书。有的原来是木匠，有的是店员，后来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提高，现在的工作不

是做得很好嘛。” 

 

  徐锡麟觉得跟刘少奇谈话就像跟家里人谈话一样，起初那种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

了。 

 

  “这里为什么叫铁山呀？”刘少奇又问。 

 

  “因山上的岩石含有铁矿而取名，交际处依山而筑，所以称为铁山交际处。”徐锡麟介绍

说。 

 

  “像这样的山头，芜湖有几个？”“有赭山、官山、弋矶山、范罗山等 10 来个小山头。这

些山头在解放前都是被外国人占着，铁山交际处的房子就是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盖的。” 

 

  “那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 

 

  “能。” 

 

  徐锡麟立即陪同刘少奇、王光美还有一名随员走出交际处，向山上走去。一路上，刘少

奇与徐锡麟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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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山上回来时，徐锡麟请示王光美说：“能不能让我们交际处的同志都见见刘主席？”

王光美当即说：“同少奇同志见见面当然可以。”她似乎还猜到了徐锡麟的想法：“你们还想

与少奇同志照相吧？” 徐锡麟一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说：“是的，我们很想同刘主

席照相。”王光美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乐呵呵地说：“可以嘛！大家要照相，

我当然很高兴的嘛。”照相排队形时，大家都想站得离刘少奇近一些。站在后排的一名女服

务员想仔细地看看刘少奇，但又不好直接去，于是她走回房间，给刘少奇泡了一杯茶，因杯

子烫手，她便将茶杯放在了路边的台阶上。正当拍照时，一名司炉工匆忙赶来，慌乱中一脚

将茶杯踢碎。顿时，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他，这名司炉工也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王光

美见此情景，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岁岁（碎碎）如意，年年平安嘛！”尴尬的局面顿

时消失了。 

 

  开始照相了，王光美举起了照相机，熟练地调整着镜头。 

 

  大家簇拥在刘少奇身边，但是因为第一次和刘主席照相，心里难免有些紧张，表情也较

严肃。为了让大家轻松起来，王光美大声地说：“照相嘛，为啥都不笑呀？”她又对刘少奇说：

“少奇同志，就是你不笑。”刘少奇风趣地说道：“你们叫我站着照相，我就站好了嘛。”说得

大家笑了起来。王光美及时抓住了这一瞬间，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为“皖南大学”题校名 

刘少奇来芜湖视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徽师范学院，全校师生激动万分。党委书记万立誉受

院党委的委托，想请刘少奇为学校即将启用的新校名“皖南大学”题写校牌。 

 

  万立誉先是来到曾希圣住处，对他说：安徽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安徽大学，我们原计划恢

复安徽大学这个校名。但是今年毛主席到合肥视察时，把刚刚成立的合肥大学题写为安徽大

学。这样一来，我们打算恢复老校名的计划不行了，因此经院党委研究，决定将安徽师范学

院改为皖南大学，并打算请刘主席为我们的新校名题字。 

 

  曾希圣听后表示同意，说：可以请刘主席为新校名题字，但是你要亲自去请。说完，便

带万立誉去见刘少奇。 

 

  曾希圣偕夫人余叔和万立誉来到刘少奇住处的会客室，一进屋，曾希圣就向刘少奇介绍

道：这位是安徽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万立誉同志，他到这里来是想请您办件事情。 

 

  刘少奇微笑着问万立誉：你要我办什么事？ 

 

  万立誉还没有开口，曾希圣就代答道：他们安徽师范学院准备把校名改成皖南大学，特

地来请您为新校名题字。接着，曾希圣要万立誉向刘少奇汇报。 

 

  当万立誉讲到因为学校地处皖南，故而改称皖南大学时，余叔插话说：皖南曾是新四军

活动的地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以皖南大学为校名，还

有着纪念意义哩！万立誉接过话头说：是的，皖南事变后，刘主席曾经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

人，因此我们想请刘主席为皖南大学的校名题词。 

 

  刘少奇听罢说道：你们学校更改校名，省委还未决定，我不好随便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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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在一旁的曾希圣当即说道：这件事情可以定，我代表省委同意，就请您为新校名题

字吧。 

 

  刘少奇谦逊地说：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一直是用钢笔写字，毛笔字已经多年不写了，

而学校的牌子是要挂出去的。如果牌子上的字写得不好，挂出去就难看了。刘少奇指着曾希

圣对万立誉说：曾希圣同志的字写得好，还是请他写吧。 

 

  曾希圣连忙谦让地说：还是请刘主席来题字。 

 

  刘少奇看了看手表，然后对万立誉说，那好吧，我晚上就写，你明天来拿吧。 

 

  见刘少奇已应允，曾希圣夫妇和万立誉便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上午 8 时左右，万立誉再次找到曾希圣。曾希圣对他说：刘主席已经把校名题好，

在我这里。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稿，上面题了好几条“皖南大学”字样，供选用。曾希

圣用手指着其中一条建议道：可以选用这幅字制作校牌。 

 

  拿到刘少奇题字的手稿以后，万立誉回到学校，学校决定就用曾希圣选定的那一条制作

校牌（其中“皖”字选自另一条）。1960 年 3 月，中央教育部同意将安徽师范学院改为皖南大

学。5 月 4 日，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命名大会，学校从此开始称为皖南大学。 

 

  刘少奇为皖南大学题写校名，是他生前唯一一次为我国高校题写校名。 

 

  10 月 22 日上午 9 时，刘少奇前往马鞍山钢铁厂视察，并同中共马鞍山市委负责人座谈。

下午，离开马鞍山，前往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