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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与即墨”撷英
┮ 金涛善

  2023年12月26日，是伟大的开国领

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为

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颂毛主席的

卓越人生，中共青岛市即墨区委党史研

究中心搜集整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墨人追寻伟

人足迹而留下的红色印记。

  有多少位即墨人当面聆听过毛泽东

主席教导，或受到毛主席接见等，这是

一个档案里无法查找，工作生活中无法

统计的数字。近年来，笔者通过多种媒

介，查寻采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与即墨的

人和事，既有当面聆听毛主席声音的即

墨籍党政军人物，也有毛主席在文稿文

献中提到的即墨事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

主义开始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在

青岛、北京、济南等地求学、务工、从军

的即墨籍青年，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

中，很多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组

织，在即墨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其中，李肇岐、乔基金、任质斌、于

黑丁、陈锐霆等，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不同时期，聆听毛泽东同志的声音和

教诲。

　　1926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开办第六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任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任所长。为

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全国20

个省区扩大招生，各地选送决心为农

民利益而奋斗的工人、学生等327人，

山东省23人。其中，即墨籍的李肇岐、

乔基金选派参加了这届讲习所，成为

最早聆听毛泽东同志声音的即墨人。

　　土地革命时期，即墨县南关村(今

属潮海街道)人任质斌，在北平孙中山

创办的中国大学读书，于1932年9月加

入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当年12月，

受中共河北党组织派遣，任质斌抵达

苏区瑞金参观。在这里，他第一次见

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主要

领导人。1933年7月，任质斌调任《红色中

华》报社工作，他经常采访中央领导人，

接触最多的是张闻天(罗甫)、周恩来、陈

云、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在任质斌印象

中，他们都有着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

底，尤其毛主席，对理论解读有着独特

的见解。

　　长征磨炼了任质斌的意志，更坚

定了他对共产党的信仰。1935年11月

初，刚满20岁的任质斌奉调离红三军，

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并兼任复刊后

的《红色中华》主编。12月17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

开(史称“瓦窑堡会议”)，任质斌有幸和

时任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一起参加

会议，并做记录。任质斌聆听并记录

了毛主席等党政军领导的讲话，成为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

人。晚年的任质斌，曾回忆在延安马克

思列宁学院聆听毛主席讲课、给毛主席

拜年等工作生活经历，当主席了解他是

即墨人后，竟然从即墨大夫说到田横五

百义士，他从心底佩服毛主席渊博的历

史知识。

　　于黑丁，即墨苏口村(今属田横镇)

人，是土地革命时期踏上革命道路的文

艺战士。1933年，于黑丁在青岛求学，

经乔天华、黄敬(俞启威)介绍，加入青岛

“左联”，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

岛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敌后抗日斗争的中心，也成为无数优

秀青年为了民族解放而向往的中心。

1940年秋，于黑丁辗转北京、上海等地，

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延安，从

事新闻宣传及写作工作。1941年9月，经

陈云同志签署，于黑丁重新入党。1942

年5月，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中普遍存

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文艺作品脱离工

农兵等现实问题，使文学艺术成为有效

的文化战斗力，毛主席倡导召开文艺工

作者座谈会。座谈会召开前，毛主席进

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亲自约谈或写信

征求多位延安文化名人意见，其中包括

即墨籍的于黑丁。5月2日至23日，于黑

丁参加了毛主席和凯丰主持的延安文

艺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在毛主席和文

艺界人士无拘无束的合影中，就有于黑

丁的身影，这成为即墨籍文化名人的

骄傲。

　　陈锐霆，即墨县盘龙庄(今属鳌山

卫街道)人，原名陈琯玉，从军后改名陈

锐霆。1925年，陈锐霆考入济南师范学

校，毕业后在青岛市沧口小学担任教

师。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陈锐

霆不顾家人反对，考入了河北军事政

治学校炮兵中队。毕业后，陈锐霆在

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36年12月，秘密

加入中共产党。1941年4月17日中央回

电，经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

名签署同意，4月19日陈锐霆率部起义，

回到了人民军队中。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

段。济南战役前，毛主席开始调兵遣

将。8月份，时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司

令员的陈锐霆，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

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

驻地，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即墨是进入胶东解放区的交通要

道。解放战争时期，与即墨有关的两件

事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关注。

第一件事，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人

民日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中提到，“在胶东半岛，美国军队或军事

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

解放军俘虏过多次。”其中，发生在1947

年青岛市北部的王疃院村(今属即墨区

灵山街道)俘获美军事件，在毛主席和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导下解决，成功抑

制了美蒋合作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威

胁，从而宣告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失

败，意义重大。

　　第二件事，1949年4月，山东军区致

电中央军委，准备发起解放青岛之战。

4月28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解放即墨、

青岛的方案，并发来《同意对青岛举行

威胁攻击》的电文。这份在青岛历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复电，是毛主席在百

忙之中亲自起草修定的，从中可以看出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青即战役的高度

重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党中央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此期间，即

墨又有许多令毛主席为之关注的人

和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主席

高度重视铁路建设。1950年朝鲜战争

爆发，为从侧翼支援朝鲜，中央军委决

议在胶东半岛修建一条具有国防意义

的铁路。1952年8月14日，毛主席审阅了

在胶东半岛修建铁路的方案报告以及

周恩来、彭德怀的批注意见后批示，同

意先行修建从蓝村到烟台的铁路线，即

墨蓝村因此受到毛主席的关注。

  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

毛主席也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宣传工作，

更珍视与文艺界名家的友谊和交流。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

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破例邀请160

多名党外人士参加，时任湖北文联主席

的于黑丁名列其中。3月8日晚，毛主席

在颐年堂邀集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于

黑丁与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

平羽、方纪等参加座谈会，这也是于黑

丁第二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文艺界座

谈会，由此可看出于黑丁在那个时代文

学界的地位。

  毛主席一直关心、重视国防和军队

建设。即墨籍炮兵翘楚陈锐霆遵照主

席指示，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现代化建设

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创建竭尽全力。

1957年3月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战

斗训练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时任炮兵

司令部参谋长的陈锐霆和与会代表们，

受到毛主席等军委领导的亲切接见，

并留下一张令即墨人引以为豪的合

影。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

衔，即墨籍唯一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陈

锐霆与毛主席第二次握手。

  档案资料浩繁如海，笔者从有关文

献史料和回忆录中，还采撷了新中国成

立后，即墨籍或在即墨工作的干部、工

人、民兵等多人参加中央会议、进京接

受表彰，聆听毛主席讲话或受到毛主席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记载。

  《即墨工业志》（即墨市工业公司

编，1990年12月）记载，1956年5月，时任

即墨铁工厂车间主任的刘熙寄出席全

国群英会，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

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八月的足迹——— 毛泽东1958年河

南农村视察纪实》（陈汉著，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1年6月出版）等记载，1958年

“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

迅速掀起。毛主席始终坚信“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年的8月4日到13

日，他冒着酷暑来到河北、河南、山东的

农村，看到了全国人民建设新农村的极

大热情和繁荣景象。在视察河南省许

昌地区时，即墨籍南下干部、时任许昌

地委常务副书记的马金铭有幸全程陪

同毛主席，成为即墨人引以为豪的党史

人物。

  《中共即墨历史大事记》（中共即墨

市委党史研究室、即墨市档案局编，齐

鲁书社，2000年11月出版）等记载，1960

年5月1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

开，全国5000名民兵与会。即墨县民兵

张敦伫、王本清、苗先明等7名民兵模范

出席会议，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即墨文史资料》

第九辑，登载了张家烟霞村民兵张敦伫

“主席赠我十发步”一文，深情回忆了受

到接见的经过。

  2014年底，中共即墨市委党史研究

室采访整理的《李视远访谈录》出版。

在这本书中，时任中共即墨县委书记处

书记的李视远回忆了自己参加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的

过程。

  据李视远回忆，根据中共中央1961

年11月16日的通知精神，明确要求各县

县委书记参加。自“大跃进”以来，由于

即墨县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反右倾等

问题，全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人员大量外流。山东省委决定，撤销县

委第一书记徐华的职务（1981年平反），

由青岛市委派来的李建东主持县委工

作。省委和青岛市委同时派来工作组，

联合调查。主持工作的李建东认为李

视远同志对即墨的情况比较熟悉，决定

派他参加会议，获得上级批准。一位县

委书记处书记参加“七千人大会”，这估

计在中共党史上鲜有前例。

  李视远同志全程参加了为期27天

的工作会议，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讲话，备受鼓舞。

  据《即墨县税务志》（即墨县税务志

编纂办公室著，内部发行，1987年12月出

版）记载，1964年，即墨县城关税务所副

所长李正家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出席了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这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毛主席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即墨籍人大代

表李正家近距离目睹了毛主席的风采。

  历史的长河绵延不断，随着档案史

料的逐步解密，我们或许还会挖掘出更

多 毛 主 席 与 即 墨 鲜 为 人 知 的 人 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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