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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是谁帮他代耕？

� � � � 1969

年，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的洪流中，我从首都北京来到了
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插队落户，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由于
北京知青普通话讲得比较标
准，

1971

年延安革命纪念馆从
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中选拔

20

名担
任讲解员工作，我有幸成为其中之
一。 当时，招收我们的纪念馆政工
组长说，咱们单位还有两位

60

多
岁的老干部， 一位是毛主席在
延安时期的枣园乡乡长杨成
福；另一位就是在大生产运动中给
毛主席代耕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
雄杨步浩。

我到纪念馆工作后，领导首先
安排去凤凰山麓、杨家岭、枣园、

王家坪革命旧址参观，熟悉、了解
今后的工作。 在王家坪革命旧址
我见到了劳动英雄杨步浩。 杨老
个子不高，穿一身黑布棉衣服，头
上系个白毛巾，典型的陕北老农的
装束。 肤色紫红，满脸皱纹，一说
话就爱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看得

出杨老是个很实在、和蔼可亲的老
人。 同杨老握手时感觉老人的手
指较粗，手掌很厚实，知道杨老曾
饱受苦难，又是能吃苦很能干的一
个人。 杨老很健谈，但一口浓重的
陕北口音，让我这个北京来的知
青听不大懂， 只好由本地的讲
解员为我们新来的讲解员做翻
译。 他给我们讲了当年毛主席和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时的一
些情况以及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是
如何为毛主席代耕的，还有新中国
成立后，他去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情
景，说到在毛主席家里，一顿饭吃
了八个馍馍九碗饭， 毛主席说，

好，能吃就能干，然后毛主席又给
杨步浩削苹果吃，大家听了都哈哈
大笑起来。 讲完后，杨老又拿出他
当年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给大家
看， 由于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
了，对杨步浩的了解也慢慢多了起
来。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
陕北，斗倒了地主老财，受苦的穷
人翻身做了主人。 土改时，杨步浩
分到一个山头约八十垧地，这才结
束了他给别人打工的苦日子。 在
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逐步过上

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 吃米
不忘种谷人，翻身感谢共产党。 为
了支援抗战，早日打败日本鬼子。

杨步浩起五更睡半夜，加劲生产。

他种的小麦、谷子长得格外好，曾
被选为边区农展会的展品。 他不
仅自己生产搞得好，年年多打粮，

多交救国公粮，而且领导全村搞变
工互助、发展牲畜、组织妇纺、打
井抗旱、办学、植树、备荒、安置移
民难民。 为了增加劳动力，开发荒
地，他主动回到老家横山动员乡亲
移民到延安周围开荒种地。 在他
的带动下，延安县川口区六乡成为
远近闻名的模范乡。

1943

年，杨步
浩被延安县推选为劳动英雄。

1942

年正月， 杨步浩去南泥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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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驻地， 王震旅长亲自接
待，并告诉大家“毛主席也有生产
任务， 也要同战士一样开荒种
地。 ”杨步浩听了，心想，毛主席为
咱受苦人翻身解放，能过上好日子
操碎了心， 每天都要谋划抗日大
事，咋能让他也去生产呢？ 于是就

产生了替毛主席代耕的念头。

回来后，杨步浩向延安县政府
提出了为毛主席代耕。 由于杨步
浩态度坚决、诚恳，延安县政府同
意了他的请求，并写信报告给毛主
席。 端午节刚过，小麦就黄了梢，

沉甸甸的麦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
头弯腰，像是给主人报告丰收的喜
讯。 开镰收割后，杨步浩将碾打的
第一场麦子扬了又扬，晒了又晒，

亲自赶着毛驴，送到杨家岭，为毛
主席代交一石公粮。 毛主席亲切
地接见了他。 当问到为什么要为
中央的同志代耕时，杨步浩含着热
泪讲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 最后
恳切地说

:

“吃米不忘种谷人，我现
在翻身过上了好日子，不能忘记共
产党和您的恩情呀！ ”毛泽东深为
他的真挚之情所感动，不住地夸赞
道
:

这才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呀！

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杨步
浩的觉悟和思想境界大大提高，入
了党，当了村干部。 他深刻地认识
到，一人富不算富，只有全庄、全
乡、全区、全县乃至全边区农民都
富起来，才能更好地支援抗战。 因
此，不仅他自己努力生产，多打粮
食，而且积极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发
展生产，热心兴办对集体有益的事
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乐于
吃亏，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
望，是大家公认的信得过、靠得住
的模范带头人。

1945

年
1

月，在陕
甘宁边区召开的群英会上，杨步浩
被选为甲等劳动英雄， 受奖

5

万
元。

全国解放后，杨步浩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仍在农村默默耕耘为新
中国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

1952

年，延安地区组织老区人民参观
团赴京参观国营农场， 杨步浩
被推荐为代表之一。 到北京后，

他写信给中央办公厅， 要求见
见毛主席。 没过几天，毛主席就
派车将他接到家里作为多年不见
的老朋友热情招待，亲自给他倒水
端饭，而且一再要他不要拘束，吃
饱喝好。

毛主席详细阅读杨步浩带去
的延安县的汇报材料，不清楚的地
方又同杨步浩交谈。 毛主席对老
区人民的生活极为关切，一再要他
回去后向延安人民表示感谢和问
好。 临行时，特意给杨步浩换了一
身崭新的灰布棉衣， 一起合影留
念，而且送给他充足的路费。

1954

年，在一次耕地时，杨步
浩的一只胳膊骨折了，接好后仍使
不上劲，干重体力劳动有了困难。

他给毛主席写了信，告知了自己的
情况，毛主席给西北局、陕西省委
写了信， 要求安排好老英雄的工

作。党和延安县政府十分关心老英
雄的生活， 决定让他离开农村，到
县种子公司工作。种子公司是直接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他再三考虑
后，同意了组织上的安排。 在延安
种子公司工作期间，由于他熟悉农
业生产，知道推广优良品种的重要
性，经常深入农村宣传动员。 对于
籽种的更新换代，为夺取农业丰收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1

年困难时期， 毛主席仍
惦念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托人给杨
步浩捎来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
布料。 见物倍思人，又燃起了杨步
浩二次进京看望毛主席的强烈愿
望。他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

:

“主席， 我很想念您老人家， 很想
去看看您， 不知您有空没有？ ”不
久， 毛主席就回信说

:

“我同意，你
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
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

经延安县委讨论后，杨步浩进
京的愿望实现了。他高兴得几夜都
没有睡好，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
白粗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
小米、绿豆、瓜子、干菜，于国庆节
前夕到了首都北京。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亲切会见了老英雄。 之后，

又把他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家宴款
待，又同他长时间交谈。 了解延安
的变化，感谢延安人民的问候。

随着来延安参观的外宾和国
内游客的大量增加，宣传延安时期
的光辉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战斗业绩的任务日益
繁重，许多外宾都提出要同历史
的见证人见面交谈。为了加强对青
少年的传统教育， 适应外事工作
的需要，

1970

年杨步浩这位延
安时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英
雄，从“五七”干校调到延安革
命纪念馆工作， 具体安排在原
军委与总部旧址———王家坪，介绍
他同领袖的亲切往来，讲述他同老
一辈革命家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生动、具体地介绍老一辈革命家的
音容笑貌， 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

使人们在感慨万端中受到了深刻
的教育。

1977

年
7

月
6

日凌晨， 延河
暴发了千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大水
从杨步浩居住的窑背上漫过，杨步
浩及老伴、儿媳、一个孙子

4

人遇
难，终年

72

岁。杨步浩葬于当年毛
主席在王家坪旧居的后山，坟前立
有石碑。

（据新华网）

揭秘：红军长征前毛泽东最爱吃哪两道客家菜
在闽粤赣客家地区生活了近

7

年的毛泽东， 对客家蒸笼菜和辣炒
田螺肉情有独钟。

用蒸笼蒸制菜肴是客家饮食的
一大特点。鸡、鸭、鱼、肉可蒸，红薯、

芋头可蒸，客家人无菜不蒸。如同川
菜的火锅，冬天寒冷之时，众人围坐
吃一笼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蒸菜，

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和情趣。

1929

年
4

月，毛泽东率领红四
军部分队伍从福建长汀回师赣南兴
国县开展革命斗争。 转眼到了中秋

节，兴国县党组织领导人陈奇涵、肖
芳全、 胡灿等人为毛泽东忘我工作
所感动， 商量要在中秋之夜做几个
本地特色菜， 在潋江书院宴请毛泽
东。

当时，苏区物质匮乏，只好请人
去老表家里买了一条山塘里捞起的
大草鱼。随后厨师用粉干垫底，鱼片
盖面，做成了传统的粉蒸鱼。

4

人坐
定后， 一个大蒸笼装着蒸好的粉蒸
鱼被端上桌面。

陈奇涵把蒸笼盖打开， 一股浓

郁的鱼香辣味扑鼻而来。 众人举筷
子夹鱼入口， 毛泽东赞不绝口，连
说：“好吃！好吃！ ”并询问此菜叫什
么名字， 陈奇涵等人一时间不知道
怎么回答， 便请毛泽东给这个菜取
一个名字。

毛泽东仰望天空说：“好大的月
亮啊！ 今天是中秋佳节， 此菜就叫
‘团圆月’好不好？”陈奇涵等人一听
拍掌叫好。过了一会儿，厨师又端上
花生米、小炒竹笋丝、肉丝、油炸泥
鳅干

4

碟小菜，摆在蒸笼的周围。

毛泽东一看就说：“‘团圆月’这
菜名要改喽！刚才只有一个‘月亮’，

现在又来了四颗星星，还不要改？ ”

可是改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略思片
刻，联想到苏区人民对党的拥护和期
望，就说：“这道菜就叫‘四星望月’，怎
么样？ ”陈奇涵等人又一致叫好。

然后毛泽东由此菜作联一副：

“上盘下盘，盘盘盘，盘盘装好菜；主
料配料，料料料，料料出佳肴。 ”横
排：“四星望月”。后来，“毛泽东笑语
撰名，红土地粉菜传芳”的趣闻轶事

传遍了整个苏区， 并传到了延安和
北京。

除了蒸笼菜， 毛泽东还爱吃另
一道客家家常菜—————辣炒田螺
肉。 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 日理万
机，身心劳累，营养不良，其夫人贺
子珍和警卫员常到水田捡田螺，沸
水烫熟后，牙签剔出田螺肉，切成小
块炒芹菜。

田螺肉肉质鲜美， 刚出锅时芳
香四溢，令人食欲大振，毛泽东吃得
津津有味。 （据新华网）

代耕为了报恩

初识杨步浩

毛主席惦记着老朋友

杨步浩在毛主席家里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