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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    （代序）    李家骥    2010年2月27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黑龙江视察并
题词六十周年的纪念日。
    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感到非常地幸运和荣耀。
    幸运的是，在我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被分配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末，我又荣幸地全程陪同毛主席访问苏联并在归来时到当时的松江省会哈尔滨
，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毛泽东主席在哈尔滨视察期间的全部过程和多次聆听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使我受
益终身。
    时隔60周年，每当我一次次来到颐园街1号，心情仍旧不能平静。
我抚摸着亲手给毛主席整理过的床铺，见到毛主席用过的文具等用品，心里涌动着无尽的思念。
我似乎又听到毛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说：‘‘全国人民都睡硬板床，让我一个人睡弹簧床，我
能睡得着吗？
”    我望着墙上那五幅题词，想起毛主席当时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的伟人气派、风度，时
至今日，我的心灵仍感到无比震撼。
    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有许多曾经在毛主席身边的同志都写过回忆文章，如汪东兴、张策、王化成、
蒋长玉等等，但大多都是从一个侧面来回忆毛主席在哈尔滨视察期间的片段，没有完整著述。
领袖文学作家杨庆旺同志执笔、由我口述的《领袖身边十三年》回忆录，也只是在书中作为章节进行
了表述，但由于篇幅有限，也不尽全面，至今仍感欠缺。
    王玉利同志是黑龙江省红色收藏研究会会长，哈尔滨文史馆馆员，市作家协会会员。
退休前，他是哈尔滨市电信局史志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哈尔滨市历史的研究，并小有成就。
2003年退休后，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专门研究毛主席视察黑龙江这一史实。
他除与我多次交谈外，还曾采访过当年一起来哈尔滨的代表团成员汪东兴、叶子龙、师哲、田树滨等
老同志及王化成、蒋长玉等。
也曾拜访过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二儿媳邵华，长孙毛新宇，侄儿毛远新等，取得了大量第一手
材料。
他也多次到颐园街1号、原哈尔滨车辆厂、国际旅行社、哈军工、省图书馆、省档案馆等查阅、翻印
了大量有关史料。
经过4年多的艰辛努力，完成了13万字的编著。
可以说他为这本书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心血。
    当我通读这部书时，我觉得这是我所见到的一部最完整、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毛主席在黑龙江视
察全过程的纪实作品。
它不但填补了我省这段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难得的珍贵史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毛泽东访苏归来》与读者见面了。
他请我作序，我责无旁贷。
我已过古稀之年，又适逢“国庆”、“视察”两个六十年大庆，所以，心里也感到非常地荣耀。
    我在这里要说两句心里话：一是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之情；二是向王玉利同志
表示祝贺！
同时也感谢这些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对这本书的支持！
    草草成文，是以为序，让我们在毛主席的五幅题词下共勉，永远前进！
    200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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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他的一生，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谋利益的一生，他的每一篇宏文巨著，他的每一次外出视察、谈话
和题词都有一定的深远意义和历史影响。
《毛泽东访苏归来：1950年毛泽东在黑龙江》是一部最完整、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毛主席在黑龙江
视察全过程的纪实作品。
它不但填补了黑龙江省这段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难得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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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利，笔名王也.字润石，别号驼峰山人。
祖籍山东莱芜，1943年10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桦南县。
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副编审。
曾任哈尔滨市电信局图书管理员、工会秘书、专职宣传委员、局长办公室副主任、史志办公室主任、
调研员。
曾任黑龙江省地方史志学会理事、哈尔滨市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
　　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徽章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黑龙江省收藏
家协会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专业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红色收藏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毛泽东书法研
究会副主席、哈尔滨文史馆馆员，市作家协会、党史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
　　主编有：《哈尔滨市志·电信志》、《哈尔滨电信年鉴》（1987-2002年刊）、《哈尔滨电信史料
汇编》。
《哈尔滨电信》（画册）、《黑龙江省电信志》（1986-2000年）等。
　　编著有：《哈尔滨电信历史编年》、《玉利戏曲作品选》、《史志文存》、《电波永不消逝》、
《毛泽东与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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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毛泽东视察黑龙江  一、“哈尔滨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了大功”  二、“过去听说黑龙江是个好
地方，真是名不虚传”  三、政协会议前，毛主席曾想定都哈尔滨  四、不顾旅途疲劳，亲临哈尔滨视
察  五、“怎么叫三十六棚啊？
我要去看看”  六、“要学会管好工厂，不懂就学习，我们都得学习”  七、“东北抗联对中国革命胜
利是有功绩的，但也有缺点”  八、“要把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业生产的大城市”  九、“能把
这些做到就很好了”  十、“全国人民都睡硬板床，让我睡弹簧床，我能睡得着吗”  十一、“你们把
工厂办得很好，很好！
希望今后办得更好”第二篇  毛泽东到过的地方  一、百年老站——哈尔滨火车站  二、建筑艺术的经典
——葛瓦里斯基公馆  三、“手风琴”奏出的乐章——国际旅行社  四、永恒的三十六棚——哈尔滨铁
路车辆工厂第三篇  毛泽东经过的地方  一、红军街——因苏联红军而得名  二、颐园街——因毛主席到
来而辉煌  三、邮政街——青史照长街  四、奋斗路——因毛主席的题词而闻名  五、经纬街——百年老
街展新姿第四篇  毛泽东关怀黑龙江  一、毛主席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二、毛主席给
翻身农民写收条  三、毛主席鼓励我们“把新教育事业建设的更好”  四、毛主席为《黑龙江日报》题
写报头  五、毛主席挥毫“萌芽学校”  六、毛主席亲自为“哈军工”颁发《训词》  七、毛主席关心黑
龙江国防工业建设  八、毛主席推广黑龙江农业合作化经验  九、毛主席保护大批街道干部  十、毛主席
说：“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  十一、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本书主要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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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毛泽东视察黑龙江    一、“哈尔滨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了大功”    公元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
个令全世界人们瞩目的伟大日子。
    古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潮涌，万众欢腾。
    将近下午3时，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毛泽东主席率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的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委员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等登上了天安门城
楼。
    此时，天安门城楼上下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经久不息。
    3时整，开国大典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
此时，毛泽东主席手持讲话稿，面对麦克风，用他那带有浓厚乡音的湖南话，庄严地向全世界人民宣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    这一庄严、洪亮的声音惊天动地，响彻环宇。
顿时广场上掌声雷动，欢声如潮。
    毛主席上前一步，亲手按动了升旗电钮，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迎
风飘扬。
与此同时，军乐队奏起了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激扬奋进的国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升旗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其中有一段内容是：    “中央
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建立外交关系。
”    这就是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庄严地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希望
并争取世界各国，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承认。
    仅仅过了十多个小时，就从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封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贺电
。
贺电中称，“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    面对着这封贺电，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这是一个好的兆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他的承认，将使众多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新生政权得到承认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
    不出所料，紧接着朝鲜、蒙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波兰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
相继以最快的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对于苏联，毛泽东本人只是在书本上、电文中和别人的介绍中，了解一些。
对于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曾一度怀疑过。
而此刻，在新中国刚刚诞生，正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关头，是苏联首先伸出友谊之手、同志之手
。
这使毛泽东备感温暖和亲切，同时也深受鼓舞，使他大大地增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
    毛泽东首先想到，要改造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是摆在
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从未经历过的大难题。
没有经验，要从头学起，我们需要友谊的援助，需要借助别人的经验。
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苏联，他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    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亲自出访苏联，并出席斯大林同
志70寿辰的生日庆典。
    1949年12月6日晚，跟随毛泽东访苏的随行人员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师哲、陈秉承、沈剑心、
李家骥、田树滨等与专程送行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
局副局长冯纪、政治部保卫处处长任远，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及随行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
英（因为同车陪行的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等，李克农为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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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便，便让毛岸英一起随行到满洲里火车站），一行乘车从中南海丰泽园出发，来到了戒备森严的
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到车站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宋庆龄、张澜、林伯渠等。
毛主席在登车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大家祝毛主席一路平安。
    21时，一组由前卫车、主车、后卫车三列火车组成的代号为900l、9002、9003的专列在夜幕下缓缓地
开动，离开了首都北京，一路北上。
    列车途经天津时，时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京津卫戌区副司令员杨成武登上专列，护送毛主席到山海
关火车站。
    在山海关火车站，毛泽东主席在专列上接见了杨成武和伍修权同志。
伍修权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司令员。
他是来接替杨成武同志，护送毛主席所乘专列从山海关一直到满洲里的。
    伍修权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列车沿途的保卫情况，他说：“我们负责东北境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铁
路全线的警戒工作。
具体由东北军区和铁道部共同组织，在沿线每隔一公里十人，一百公里就有一千人，全线共有几万人
参加警卫。
”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提出异议，他认为不必搞这么兴师动众，但已经如此了，只好说：“我的安全
既然由你们负责，那就听你们的吧！
”    12月份的东北大地，已到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图景。
专列冒着凛冽的寒风，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广阔的东北大平原上。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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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他的一生，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谋利益的一生，他的每一篇宏文巨著，他的每一次外出视察、谈话
和题词都有一定的深远意义和历史影响。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黑龙江视察的经过，早已成为亲历者、史学家
、作家笔下的永恒主题。
他们写回忆文章、纪实，还有文学作品，但至今仍无一部完整的专门著述。
    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哈尔滨结识了曾跟随毛主席来黑龙江视察的贴身卫士李家骥，他是
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应该说是“权威人士”。
    此后，我与李老的情谊日益加深，他被聘为我们“红色收藏研究会”、“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的顾
问、名誉主席等。
    我们研究会的活动地点就在颐园街1号，我和李老经常在那里见面，免不了会谈及毛主席在黑龙江视
察的经过。
李老虽年过七旬，但他身体硬朗、精力充沛、思路敏捷。
每当回忆起往事，记忆非常清晰。
我在一旁自然会记下来很多，同时我也对那些不同说法进行了询问和核实，弄清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原
委。
    此间，我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和文章。
时间一长，我就派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纪实作品。
我的想法首先得到李老的支持，他说：“要写就展开写，不要光写‘毛泽东视察黑龙江’，要写围绕
毛泽东访苏归来的全过程，这样内容会更丰富、丰满，书要有资料性和可读性。
”    2005年我便开始运作这件事，一边采访收集资料、一边开始编纂、写作，到2009年7月才算完成，
交有关部门审阅。
    这本书的付梓，首先我要感谢李家骥老人，他毕竟是到了古稀之年，但他每次都认真听我的汇报，
帮我审阅、把关。
他那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还要感谢在百忙中能接受我采访的毛泽东家人李敏、李讷、刘思齐、邵华、毛新宇、毛远新及当
年跟随毛主席来哈尔滨视察的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师哲、沈剑心、田树滨、王化成等。
当这本书今天问世的时候，邵华将军、叶子龙、师哲等老同志已先后离开我们，此时此刻，我要表达
对他们的深深怀念之情⋯⋯    在这里，我更要感谢我的爱妻和我们的女儿王琦、王冠，长子王法。
我的爱妻，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十二中学高级教师齐淑华女士，她生前非常支持我的事业，在本书初
级阶段她帮我编目布局、整理资料。
遗憾的是在2008年元旦那天，她因重病走完了66年的风雨人生，仙逝而去。
而今我只能用这部成果，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这本书编纂过程中，我还得到史学家、收藏家和文
学工作者李延平、杨庆旺、曲守本、刘延年、赵瑞政、张福山、梁青山、魏云飞、王士屏、朱俊峰、
冯国良、孙凤来、李德顺、王庆堂、王秀英、龚立、徐冰及《新晚报》“老哈尔滨”版的部分作者、
朋友，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自己的研究成果。
    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中共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黑龙江省红色收藏研究
会、黑龙江省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和黑龙江省收藏家协会的领导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关注和热情支
持。
    对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所采用部分照片、美术作品，因一时不能联系到创作者，无法列名。
为此，我向他们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人掌握资料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水平不高。
因此，本书内容难免有一些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王玉利    2011年7月1日于哈尔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访苏归来>>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访苏归来>>

编辑推荐

王玉利编著的《毛泽东访苏归来——1950年毛泽东在黑龙江》是一部最完整、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
毛主席在黑龙江视察全过程的纪实作品。
它不但填补了黑龙江省这段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难得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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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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