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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17）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5） ■文/谢荣鹏

宋任穷回忆说：
当时，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

分踊跃，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
席卷许多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
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有不少
大学生、中学生，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
骨干、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
成员，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救
国救民的壮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政
治素质普遍较好。（《宋任穷回忆录》，解放
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78页。）

随后，邓小平将在浙、皖支前的华东
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三千名干
部召回南京，全部编入西南服务团作基
干力量。截至九月十三日，编入西南服
务团序列的人员共达一万七千多人。各
路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齐集南
京，形成了“八方风云会金陵”的生动景
象。

为了提高西南服务团干部的政治觉
悟和思想政策水平，二野政治部在南京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集训。邓小平主持审
定《西南服务团章程》和《集训方案》，并多
次在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大会上讲话、
作报告，向广大干部、学员进行形势和政
策教育，帮助他们充分认识解放大西南
的意义，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
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系统介绍渡
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
指出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决执行党
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他说：胜利当然是
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
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
确的路线与政策。二十八年的历史证
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
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

发点”。他还特别指出了工作中团结大
多数，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
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8月20日。）

新中国建立在即，但服务团中很多人
对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基本政策并不很
了解。九月六日，邓小平在南京原国民
大会堂为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学员作报
告，主要讲解毛泽东六月三十日撰写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说：毛泽东
的这篇文章，“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全部的纲领问题”，“如以法律来说，是表
现在政协的政治纲领中”。纲领首先解
决的是革命性质问题，同时解决革命的
力量、革命的敌人，人民大众以什么方法
战胜敌人，革命发展的前途和道路等问
题。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了一个明确
的、各阶级都应该遵守的纲领。国内各
阶层都可以以它作为一面镜子，修正自
己的思想，确立目标和信心。他要求大
家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会思想的方
法”。（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干部会上的
讲话记录，1949年9月6日。）

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邓小平又
以《论老实》为题在南京原中央大学广场
给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作报告。他联
系党的目标，讲到青年革命者的责任和
思想品德修养，特别贴近青年干部和学
生的思想，催人奋进。当年西南服务团
川南支队青年干部丁品后来回忆说：

“我最不能忘记的，也是受益最大的
就是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听小平同志讲

‘老实’两个字。小平同志出来的时候，
他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也是个黄衣服，
穿了个布鞋。他一出来，大家就争着
看，哦，这个就是指挥百万大军，使敌人
丧胆的邓政委。”（未完待续）

中医实习生

邵海波现在去说，纯属自找霉头，搞不好张仁杰
一拍桌子，连曾毅的实习资格都得取消。

“先挂在我的名下吧，回头再说。”
人事科的人就明白了：“行，那就按邵主任说的

办。”
虽然医院的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因为各

科室的大夫数目有多有少，手上的实习生名额自然
就会有的富裕，有的不足。在总名额不超的前提下，
大夫们私底下常搞一些调剂，对此大家心知肚明，但
也没人过问。谁还能保证自己学医的亲戚子弟，专
业刚好能跟自己对口？以后谁不得求着谁！

办好手续，曾毅领到了一张实习卡，一件白大
褂。

看着曾毅把白大褂穿好，邵海波才长长地舒一
口气，笑道：“今天你就先跟着我吧。等我跟中医科
那边的大夫打好招呼，你再过去。”

“行呗，反正人都来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曾毅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自己一个中医，倒要跟着
西医去实习了。

两人下楼，邵海波叮嘱曾毅：“在大医院上班，和
干个体诊所不同，所有的诊疗过程，都必须严格按照
医院的规章制度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出了医
疗事故会非常被动。这一点你务必记住，至于其他
的事项，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

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医患关系普遍紧张，甚至有
的地方还存在着专业的“医闹”。医院方面为了避免
纠纷，分清责任，同时也为了防止没有经验的医生孟
浪误诊，就对各种病症的诊疗，比如该做哪些检查，
该看哪个科室，都做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

即便如此，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大牌专家外，一
般的医生宁可让病人多跑几个科室，多排几次队，也
不敢主观地凭经验就给病人开方下药。

这是一条高压线，绝对不能碰。邵海波别的不
说，先讲这个，就是为了保护曾毅。

曾毅点头，表示记住了。

到楼下刚出电梯，就有人过来通知：“邵主任，京
城来的专家马上就到，院长让大家都去楼下迎接。”

邵海波一听，掉头又往电梯里走：“小毅，今天医
院有个大病案，可能要忙很久，你先到我办公室里坐
着，我忙完了就来找你。”说完再走两步，他又停下来
朝曾毅招手，“算了，你还是跟着我吧，我带你去开开
眼界。”

有自己的成功例子在前，邵海波一直都想劝曾
毅也改行去学西医。眼下正是个好机会，他决定带
曾毅去见识一下那些大专家的风范，这样以后劝起
来就更有说服力了。

“去跟大病案吗？”曾毅问道。
邵海波点点头：“一会儿你记住，多看少说。”
省人民医院大楼前的广场上，此时已经黑压压

站满了人，除了普通医护人员之外，中高层领导也基
本到了。

张仁杰站在人群最前面，不时踱着步，焦急地等
待着专家的到来。

邵海波在人群后面站定，向旁边医生打听：“京
城专家这次好快的速度啊。”

“你也不看得病的是谁。”那医生抬着下巴斜看
了一眼，似乎是觉得这个问题很业余，“听说是坐了
军方的专机过来。”

邵海波便不再说话了，心里祈祷京城的专家这
次一定要拿出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来。

邵海波作为这次的医疗小组成员之一，之前确
定治疗方案时，他是举手表示同意的。日后真要追
究起来，他也难逃其责。

曾毅并不知道这些，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前
这些医院的头头们，此时个个翘首企盼。

“来了！来了！”
人群中不知谁小声地喊了一声，所有人的腰板

立刻齐刷刷直了起来。
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缓缓驶来，车子还没停稳，张

仁杰就几个箭步上前，抢占了开车门的有利位置：
“陈厅长，您来了！”

明日关注：御医驾到

4岁的女儿毛毛非常喜欢听我讲故
事，当我讲完“沉鱼落雁”的故事之后，
她天真地问道：“妈妈，我有西施、王昭
君漂亮吗？”我笑着告诉她：“我家毛毛
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比西施、王昭
君可要漂亮多了！”毛毛闻听，笑成了一
朵花。

星期天，我带着毛毛到郊区农家乐

园游玩。无意中，我发现天空中有一行
南飞的大雁，就赶紧喊毛毛：“快往天上
看，大雁！”

毛毛仰起小脸，高兴得立马手舞足
蹈起来。忽然，她若有所思，不解地问
我道：“妈妈，你不是说我比王昭君还要
漂亮吗？那天上飞着的大雁咋没落下
来呢？”

大雁咋没落
◎杨 梅

女儿九岁第一次申请了扣扣号，在
我不留意时就翻腾成了我的好友。想
到这丫头无论我值班或者在家，都像个
跟屁虫一样不离左右，我就把她删了。
十一岁女儿初中住校，我们再次加了好
友，可学校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周末她
就回家了。所以虽然加了，但几乎没在
扣扣上说过话。

初中毕业后女儿到了省城读书，两
周才回来一次。也许是离得远了，刚走
的几天，我晚上想女儿想得睡不着，就
找女儿的号，想给她说几句话。因为我
不喜欢备注，所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哪个是女儿。两周后女儿回来，我问
她：“你是不是把我给删了？我怎么找
不到你了？”见女儿不吭声，我说：“你太
多虑了，我整天忙得什么似的，谁的空
间我也没进过。”就这样，女儿又把我加
了回去，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扣扣上道
声晚安再休息。

放暑假了，有时我和女儿会在各自

的屋里与对方聊天，这样就避免了面对
面说话的冲突。忽然发觉，扣扣聊天蛮
有乐趣的，哪怕是母女。只是有一天，
我无意发现女儿的扣扣好友就我一个，
才猛然明白，这是女儿专门为我申请的
小号，不由感叹：这孩子长大了，真的是
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小空间。尽管我觉
得自己思想前卫，女儿也常说我民主，
与她几乎没有什么代沟，可她还是有不
想让我了解的隐私。

虽然只是个小号，可女儿的头像与
个性签名仍是不停地变换，让我有点找
不着北，无奈只好做了备注。昨天，我
发现女儿的个性签名变成了：“×××，
我爱你！”我就问：“那是谁对你说的
话？”女儿说：“看看，这就是加家长的烦
恼，我自己就不能爱自己了？”晕，看来
家长与孩子无论多么亲密，因为关系的
定位，所以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朋友一
样无拘无束，但我会努力，努力与女儿
做一生的朋友！

我是女儿的扣扣好友
◎梁秋红

请朋友去餐厅吃饭，菜端上餐桌后，刚想开
吃，就听一朋友说，先别动，我先拍几张，现在大
家吃饭前都要拍照上传到微信朋友圈。说完，举
起手机先拍了一下餐厅四周的陈设，然后再拍每
个菜品，遇到特色菜还要不同角度、远近各拍几
张。见她如此，众朋友纷纷拿出手机效仿。

想起小时候，一年中除了过年可以吃到好东
西外，平日里就盼着亲戚家有喜事需要随礼时，
好跟着母亲去吃一顿。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
亲要带一个孩子去时，自然是我去。回来后，哥
哥必然问我，吃的啥，都有啥菜？

这时我就会好好回忆一下，先说有几个菜，再
挨个儿报菜名。哥哥馋得只咽口水，还继续问，那

道菜到底用啥做的？我要是回答不上来或是说了
九个菜，只想起了八个菜名，剩下的一个不仅让我
纠结，哥哥也纠结得睡不着。去问母亲，母亲多半
忙得没闲情说这些，只好自己苦想，半夜里要是想
起来了，还隔着房门高喊，告诉哥哥菜名。

后来，馋孩子都长大了，味蕾也开始挑剔了：
这家饭馆的菜不好吃，那家餐厅的菜做得不正
宗。吃完后，还会和家人、朋友或同事交流一
番。人，只要一谈到美食，都有说不完的话，感情
也迅速拉近了许多。

不仅现在的人喜欢谈美食，古代人也热衷于
美食并喜欢用文字表达出来。苏东坡是位著名
的文人学者，也是著名的美食家。用他名字命名
的菜肴很多，如“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腿”

“东坡饼”“东坡酥”“东坡肉”等，单看这些菜名就
知道苏东坡爱吃也会吃。一次，苏东坡吃了一位
老妇人做的环饼，不由得题诗道：“纤手搓来玉色
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
人缠臂金。”寥寥 28字，就勾画出环饼匀细、色
鲜、酥脆的特点和似美人环钏的形状。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还是一位精通烹
饪的专家，在他的诗词中，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
百首。他曾写道：“天上苏陀供，悬知未易同。”即
是说自己用葱油做成的面条像天上苏陀（即酥）
一样。就连唐代诗人杜甫，也写过很多关于美食
的诗句：“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

“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郑板桥不仅是有名
的画家，而且对吃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有“夜半酣
酒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头。”“扬州鲜笋趁鲥鱼，
烂煮春风三月初。”“惟有莼鲈堪漫吃，下官亦为
啖鱼回。”等诗句。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多数人虽没有那么
好的文采把美食付诸笔端，但有图就有真相，随
手拍一下，便能与亲朋分享美食带来的视觉享
受。我想，就是古代喜好美食的文人骚客看到，
也会羡慕得垂涎三尺，恨自己出生太早。

舌尖上的喜悦
◎雨 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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