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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人记忆中的“邓大姐”

邓颖超曾经在政协会上，回忆起
她当年和周恩来、马骏等组织觉悟
社的故事、聆听李大钊讲话的情景。
我当时在现场采访，很多细节至今难
以忘怀。

那是 1986 年 3 月 28 日下午 4 时
许，邓颖超主席来到京丰宾馆二楼的
一个会议厅会见少数民族界别的委
员。其后，她与马德钟委员叙旧。马
德钟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他的父亲是马骏烈士。马骏当年
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觉悟
社，一起参加五四运动。

邓颖超深情回忆道：“1919年9月
21日，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社员邀
请李大钊来社座谈。李大钊先生坐在
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穿着蓝长衫、
罩黑马褂的李大钊先生，和我们十几
个人在小房子里，像家人一样和睦地
叙谈。我们都站着倾听他讲话，他和
蔼可亲、虚怀若谷，热诚勉励年轻
人。”

邓颖超回忆自己那时才 16 岁，
她向李大钊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背
景和旨趣，表示要向北京的前辈学
习。李大钊先生说：“觉悟社是男女
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他勉励社
员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阅
读 《新青年》 等刊物上发表的进步
文章，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
而奋斗。邓颖超还回忆了马骏同志
当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28
年壮烈牺牲的情景。

邓颖超深情回忆
与马骏一家的
患难之交

贺兴中

人民政协有许多好故事，其中令笔者难忘的有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邓颖超带头倡导参加政协小组讨论会的情景。这件往事虽然过去30多
年，但至今历历在目——

“去年全国政协开会，选我当主席，但按年龄说，我该退休了，
大家还是选我当了主席。由于年龄、身体和精力情况，我当这个主
席，没尽到责任，内心经常感到不安。去年由于‘零件’出了点毛
病，政协的小组会一次没去听。今年小组会力争去听几个，但小组有
48个，也不能都去，在这里我向大家说明，我很抱歉，也很抱愧。谢
谢大家！”

当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前讲完上述这
番话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掌声既表达了在座的1700
多位政协委员对德高望重的邓大姐的崇高敬意，也表达了他们能够和
政协主席共商国是的欣喜之情。

“邓大姐”的“日程表”

1984年 5月12日下午，“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六
届二次会议开幕会。

5月13日下午，她会见了出席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首届先进个人代
表大会的代表，接着又到北京饭店参加了政协港澳界别的小组讨论会。

5月17日上午，她参加了政协台盟、台联界别的小组讨论会，晚
间又会见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

5月18日下午，她参加了无党派界别的小组讨论会，晚间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采访全国“两会”的港澳记者。

5月19日上午，她到空军招待所参加了文艺组界别的小组讨论会。
5月22日上午，她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新闻出版界别的赵超构

和陆诒委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
在短短一周多时间里，80岁高龄的“邓大姐”不辞辛劳，参加了

这么多活动。看了这个“日程表”，谁能不为“邓大姐”这种广交朋
友的工作作风而深表钦佩呢？

祖国总有一天要统一

那些天，“邓大姐”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讲得比较多的是祖国统
一问题。她说，台湾回归祖国，是 （20世纪） 80年代以至90年代的
三大任务之一，这不仅要靠委员们的努力，而且要靠全国人民的努
力。要看到统一祖国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思想上、工作上放
手一点，既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慢慢吞吞。

“邓大姐”说，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全国各族同胞、海外华
侨都看到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我相信，台湾总有一天是会回归祖国的。

刚从海外回归祖国定居的台胞吴永泰委员对“邓大姐”说：你在开
幕会上的讲话，我听了很受教育，都流泪了。祖国对我们台湾同胞太关
心了！邓大姐风趣地说：以后有你们笑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尽情地笑吧。

“邓大姐”和委员们心连心

5月18日上午，空军招待所八楼会议室不断发出阵阵欢声笑语。
吴祖光委员说，“邓大姐”参加我们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会，使我们想
起当年周总理对文艺界的关怀，我们非常怀念周总理！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邓大姐”说：周恩来同志是周恩来同志，我不能代表他。
——掌声。
吴祖光委员说：你和周总理分不开！
——又是一阵掌声。
在小组会上，很多委员向“邓大姐”讲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邓大姐”说，大家可以把意见写成材料，交给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去
办。你们可以在会上提，也可以平时提。我们政协就管这个事，如果
你们不放心，可以直接写信给我。

“邓大姐”说完这番话后，很多委员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邓大姐”关切地询问董竹君委员

和李铁铮委员来了没有。有人回答他们二人请假了。邓大姐当即指示
政协大会秘书处的同志代表她去看望董竹君委员和李铁铮委员。

看到了当年周总理的作风

笔者还记得，“邓大姐”无论是出席大会还是小组讨论会，都和
委员们一样胸佩蓝色出席证；对于委员们的发言和意见，她总是认真
倾听；大会简报也几乎每天都看。很多委员说，“邓大姐”在开幕会
上的讲话强调了改进统战工作作风的问题，她在会议期间就率先身体
力行，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周总理的身影，看到了周总理的作风。
我们要向“邓大姐”学习，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为实现（20世纪）80
年代以至90年代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邓大姐”在政协委员中间
杜亚利

记得那是在六届全国政协的一
次常委会会议闭幕会上，邓颖超主
席在讲话中说了一句“我们干什么
就要吆喝什么”。不知怎的，这句
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挥之不
去 ， 影 响 着 我 20 多 年 的 政 协 工
作，甚至在我退休后的生活里还是
念念不忘邓大姐的这句话。

“邓大姐”说的“我们干什么
就要吆喝什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
么？我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让
我们每个人不论做什么工作，做什
么事情，都要为你所做的工作去负
责和去担当，干什么就要去说什
么，干什么就要像什么。对于我们
政协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在工作中
学习和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和理
论知识，学习政协的历史传统和经
验，在工作中去说政协的事，去谋
政协的事，去干政协的事。

当时“邓大姐”的讲话是有针
对性的，她主要是对我们这些政协
工作者以及党内的委员提出工作要
求和标准，让同志们在工作中做到
学政协、懂政协、会说政协事，会
做政协的事。

“邓大姐”在担任全国政协主
席时，不但是这么说，而且也是身
体力行。比如，“邓大姐”到地方
视察工作，首先从政协工作做起，
通过对地方政协工作的调研，了解
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与地方党
委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有针对性地
提出自己对政协工作存在的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又如，我们今天仍在开展的
“在京委员活动日”这一活动，就
是落实“邓大姐”提出的“要多与
委员联系，特别是多和党外委员交
朋友，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
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指示而举
办的一项政治活动，一项统战工
作。这项活动自 1986年 9月举办至
今已有 30 多年的时间，后来这一
好的开展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形
式也在地方政协相继开展起来，并
逐步成为人民政协工作中的一个品
牌。

在我后来的多年工作中，虽
然工作岗位几次发生变动，但在

“邓大姐”那句“我们干什么就要
吆 喝 什 么 ” 的 那 一 种 工 作 态 度 ，
那一种敬业精神的激励下，我都
是 认 认 真 真 地 去 做 好 每 一 项 工
作 ， 做 到 了 干 一 行 就 要 爱 一 行 ，
就要干好一行。在秘书局会议处
工作的 7 年时间里，我用周总理
的那句“统战工作无小事”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努力学
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学习党的
统战历史，学习人民政协发展的
历 史 ， 学 习 政 协 的 工 作 业 务 知
识，认识到人民政协工作具有政
治性和统战性的特点，在各项服
务工作中要做到谨慎从事，注意
共产党形象的影响。在具体工作
中 认 真 组 织 好 每 一 次 会 议 和 活
动，认真做好每一次会议和活动
的纪录、认真写好每一次会议和
活动的纪要，确保在各项会议和
活 动 的 服 务 工 作 中 不 出 现 漏 洞 ，
同 时 ， 在 各 项 具 体 的 组 织 工 作
中，努力为会议和活动的召开积
极创造良好的宽松氛围，民主协
商的氛围，让那些参加会议和活
动的民主党派人士感到服务的周
到。在 7 年的工作中，在各级领

导身上我也学到了一些好的思想、好
的作风、好的处理工作中问题的方法。

在后来的 22 年的工作时间里，我
参与了两件全国政协机关基本建设中
的开拓性工作，一件是机关信息化工
作；第二件是机关保密工作，前者我
一干就是 18年，后者我干了 4年多。

这两项工作对于我来讲都是不熟悉
的业务，都是没有干过的工作，尤其
是信息化工作专业性很强，可以说我
就是个门外汉，一切都要从零做起。
保密工作用今天工作标准看，也是一
项业务性较强的工作，现在的一些国
家 重 点 大 学 专 门 设 置 了 保 密 专 业 学
科，每年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要
的保密专业人才。所以对我来讲，要
想做好两项工作，首先从思想观念上
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第二，就是要
学习，学习有关的业务知识，努力成
为既懂业务知识，又会管理的合格工
作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干什么工作
就能吆喝好什么工作，就能做好什么
工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经过我与同
志们的多年努力和奋斗，由最初的机
关仅有几个工作人员、几台计算机，
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有 20 人编制的信息
化工作机构，机关工作人员使用上了
互联网和工作内网，政协会议和常委
会的会议会务管理实现了电子化和信
息化，以及近几年政协会议使用了视
频信息指挥系统，十三届政协又利用
网络开展政协的协商议政工作。

2009 年，机关的保密工作在中央
保 密 委 办 公 室 和 机 关 党 组 的 重 视
下 ， 设 置 了 工 作 机 构 ， 配 备 了 专 职
人 员 ， 使 保 密 工 作 走 上 了 正 轨 。 我
于 2010 年 5 月 担 任 机 关 保 密 委 副 主
任 ， 开 始 做 机 关 保 密 工 作 。 按 照 自
己 给 自 己 设 定 的 用 几 年 时 间 抓 好 保
密基础性建设的目标，经过 4 年的努
力 ， 机 关 保 密 工 作 从 人 员 保 密 观
念 、 从 制 度 建 设 和 管 理 、 从 抓 好 保
密 队 伍 和 全 员 培 训 、 从 技 术 手 段 的
投 入 和 技 术 保 障 的 服 务 等 各 个 方 面
都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改 变 ， 初 步 确 立 了
保 密 工 作 在 机 关 基 础 建 设 工 作 中 的
地 位 ， 实 现 了 当 初 我 给 自 己 设 定 的
工作目标。

几十年来的工作中，“邓大姐”的
那句话一直影响、激励和鞭策着我，
让我用这种工作态度、用这种工作精
神、用这种工作标准去要求自己，努
力克服和战胜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用
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应该讲，我的
这两项工作都没有辜负组织上和同志
们的信任，完成了组织上交给自己的
工作任务，并得到了机关领导和各部
门同志们的认同和好评。今天我虽然
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但“邓大姐”
所讲的那种做事态度，那种做事精神
依然影响着我的退休生活，依然是我
遵循的做事态度。

“邓大姐”的一句话影响我至深
白建新

政协
记忆

ZHENGXIEJIYI

今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 120 周年。
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
委员会主席，在全国政协办公厅，有很
多同志都在她身边工作过，大家都喜欢

称呼她“邓大姐”。
工作之余，她与很多同志结下了深厚

的私人友谊，在全国政协机关，很多人都能
讲几件与“邓大姐”相关的故事……

▲1984年5月13日，邓颖超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界别小组讨论会。

▲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邓颖超主席与机关工作人员交谈 （右三为白建新）。

▲周恩来与邓颖超：永恒的战友
之情、伴侣之爱。

马德钟回忆说：“父亲牺牲后，
北平不能待了，母亲带着哥哥、妹
妹和我回到老家黑龙江省宁安县。”
马德钟说，抗战胜利后，他跟随一
位 老 师 参 加 了 革 命 工 作 。 几 十 年
来 ， 周 恩 来 和 邓 颖 超 一 直 关 心 他
们。1958 年 2 月的一天，他和母亲路
过北京时，接到周总理通知，请他
们第二天中午到家里来。第二天中
午他们按时到达，当时周总理还没
开完会，邓颖超同志热情地招待了
他们。后来，马德钟到宁夏一个艰
苦的县里工作，邓大姐写信勉励他
经受锻炼，紧密联系群众。马德钟
回忆着、比画着、述说着，他虽已
满头白发，年近古稀，却犹如孩童
一 般 倾 吐 对 于 长 辈 至 亲 的 炙 热 情
怀，坦诚而真挚。

他 深 情 回 忆 ， 1976 年 1 月 ，
周恩来逝世那举国哀痛的日子，马德
钟陪同母亲从银川赶来北京，火车到
呼和浩特站停车时，有人敲他们的包
厢门。一位同志送给他们母子两大包
烧鸡和面包，告知他们，这是邓颖超
同志关照送来的，嘱咐他们到达北京
站，有人来接。

马 骏 烈 士 和 马 德 钟 一 家 人 与
周恩来、邓颖超跨越60多年的患难之
交，感人至深，镌刻史册。

（本文作者均为全国政协机关退
休干部，稿件由全国政协机关老干部
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