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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在中办机关处以上干部“七一”
党课报告中，给大家讲了一段让他感触比
较深的一对老夫妻的故事：
机要局离休干部韩群同志已经95岁

了，她参加译电工作的时候，正是解放战
争的关键时期，往来的电文特别多，有些
电文还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机要人员几
乎白天黑夜连轴转，没有休息时间，甚至
想“如果能睡一天觉，宁可三天不吃饭”。
译电更是“一码之差，人头滚滚”，不能有
丝毫差错，每一名同志都精神高度紧张，
工作压力非常大。就是这样的工作，她一
干就是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实
行退休制，组织上要她办理离休手续，她
心里接受不了，多次找组织要求工作，说
哪怕扫地都行。当时她觉得自己身体还
行，还要继续干革命工作，从没想过退休
的事。后来，经过组织解释说明，她服从了
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光荣地从习仲勋同
志手里接过了离休干部证。韩群同志的丈
夫徐业夫，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从陕北
起就跟随毛主席。由于工作繁忙，一般一
个月才回一次家，有时刚到家，电话就来
了，又匆匆赶回中南海。他们的三闺女生
下来4个月了，徐业夫连一眼都没见过。后
来想办法照了一张照片，通过组织送到中
南海，他才看到了。这对经历过战火洗礼
的革命伉俪，为了党的事业，就是这样一
直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人生。

丁薛祥在故事中说到的徐业夫，曾是
毛泽东身边的一名机要秘书，安徽省霍山
县人，1916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4月不满14岁的徐业夫，参加了霍

山独立团，成为一名红军战士。霍山独
立团编入红二十七军前后，一直战斗

在大别山。在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
“围剿”斗争的战斗中，徐业夫机
智勇敢的表现，受到红二十七
军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的赏
识与厚爱。1932年11月30日，
红二十五军在红安县檀树岗
重建，徐业夫被时任红二十
七军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留
在身边工作，任命为机要参
谋。1934年11月，由原红二十
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合编而成的

红二十五军，奉命撤出鄂豫皖苏
区开始长征。徐业夫随部队参加

长征。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

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利地完成了长
征，并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
军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陕甘
支队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团会合
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月初，红十五
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和
彭德怀在陕北甘泉县接见了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和政治委员程子华。跟随徐
海东前来的徐业夫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36年，徐海东得知毛泽东身边急需机要
人员，便慎重地推荐了徐业夫。当年年底，
徐业夫被调到中央军委机要科，从此在机
要岗位上一干就是38年。

陕北的生活很苦，但是对于参加过长
征的徐业夫来说算不得什么。历经枪林弹
雨的徐业夫，做事雷厉风行，遇事机智果
敢，为人忠诚可靠，工作兢兢业业，对各项
工作任务，都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出色
完成，深得毛主席信任。对党忠诚、无私奉
献，是徐业夫一生真实写照，特别是担任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后，他深知责任重大，
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懈怠，就连和妻子韩群
结婚，经组织批准短暂的3天假期里，也没
有忘记工作。他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看似
普通，实则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全、利益乃
至前途命运。徐业夫常说：机要工作人员
就是要严守党的机密，耐得住寂寞，甘当
无名英雄。既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
念不忘的仍然是党的工作。
徐业夫自1930年参加红军到1974年

病逝，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的考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从
延安时期，到后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
处副处长，他几十年如一日，紧随毛泽东
南征北战，深得毛泽东倚重。

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不仅经常
深入到全国各地视察，了解情况、解决问
题，而且还多次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

村搞调查工作。徐业夫曾两次被毛泽东主
席安排回乡，调查农村农副业生产和农民
生活情况。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
之年，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坝”的佛子岭水
库正在兴建中。为了解国民经济的全面发
展情况，广泛收集基层社会各方面的意
见，1953年10月，受毛泽东主席嘱托，徐业
夫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霍山县，考察老
区人民生产生活情况。他深入到佛子岭水
库建设工地，向工人、技术人员详细了解
工程进展和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保障供
给情况。在佛子岭区委会，他向陪同调研
的霍山县基层干部，详细了解当地群众成
立互助组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深入大林
社互助组调研。徐业夫回到北京后，把在
家乡的所见所闻，写成调研报告呈送毛泽
东主席。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大社的优
越性》的按语中，肯定了霍山大林社的好
做法、好经验。

1963年3月，徐业夫再次受毛泽东主
席指派，第二次回家乡霍山县调研，重点
了解三年困难时期，老区人民生活状况和
农业生产恢复情况。回乡后，他不住招待
所、不吃公家食堂、不让地方陪同，吃住都
在兄弟的家中。他走村入户、田间地头，从
穿衣吃饭到春耕播种，都细心询问、认真
记录，并鼓励家乡群众重整旗鼓，重新起
航，满腔热忱地把党中央的温暖送到老区
人民的心中。

因长期高负荷工作，徐业夫积劳成疾，
罹患癌症，随着病情加重，不能再继续工作
了。住院前他将自已的病情报告了毛泽东
主席。主席非常关心，对他说：“你到医院安
心治病，病好后还回到我这里工作！”可是，
终究没能再回到他挚爱的工作岗位，于
1974年病逝。当主席得知他去世后，心情沉
痛，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人民日报》1974年
6月13日刊登了徐业夫逝世的消息。
徐业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机要战线上的优秀干部。他的革命生涯，
没有豪言壮语，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份。他
把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忠诚、对国家和人民
的无限热爱、对工作担当尽责、对家乡和
亲人的真挚情谊，全部都体现在无私奉
献、默默付出和点点滴滴的行动之中，把
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机要事业。

一生奉献 诠释忠诚
——— 记毛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徐业夫

谢明 卢晓虎 姜涛

早春二月，万物苏醒，充满着希
望。六安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历史久
远，文化厚重。别有洞天的景点很多，
别样风味的土菜很多，别饶风致的故
事很多，但我觉得最别有深意的当属
霍山县诸佛庵仙人冲：至少六个字中
有供人膜拜的佛，有可供静心修炼的
庵，有长生不老的仙，有芸芸众生的
生灵，有蕴藉文化的冲击平原，物质
的条件，内心的修炼，精神的家园，全
有啦，而且互为因果，互为条件，有那
么一种只可意会别人听起来不相信
反正我是信了的内在逻辑。

春寒料峭，沿着坦途，迎着朝阳，
九点多一点，便来到仙人冲，远远看见
墙壁上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和
动物画。春节刚过，幸福吉祥写在每个
人的脸上，藏都藏不住。放眼望去，家
家户户的门前，都有几洼精致的菜园
地；三三两两的土山鸡个个毛顺冠红
悠闲地刨着食儿；路边的玉兰花亭亭
玉立，含苞欲放；沟渠里清澈的流水，
淙淙地跳跃着、欢唱着。

一颗炮弹模型很醒目地矗立在
渠南那几栋平房围成的院内小广场
上，平房的墙体画着并肩站立的工农
兵、火炬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字
样，很显然是后来建的，像是一个小
型纪念馆。渠北是一排排灰瓦房，我
知道这里就是曾经创造无数辉煌、令
多少人心驰神往的三线厂之一———
皖西机械厂，一个备战备荒年代建设
起来的专门生产炮弹的军工厂。

和平年代，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
主题，走出大山，对外开放，既是自身
强身健体、飞得更高更远的需要，更是
时代的需要。屋前的雪松树，青翠欲
滴，高大挺拔，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一个
个昨天的故事，一个个曾经的辉煌。我
的耳畔似乎响起飞速旋转的隆隆机器
声，朝气蓬勃的工人欢笑声，振奋人心
的革命歌曲声，还有穿过厂区那条欢
快跳跃的溪水叮咚声；机床旁边浑身
油污的工人，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球
员，会议室内鼓舞斗志的厂长，俱乐部
里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建
设者，一个热火朝天的场景，一幅只争
朝夕战天斗地的画面，一段激情燃烧
的峥嵘岁月。我真的很羡慕，真的很向
往，羡慕他们的单纯，向往他们的激
情，敬佩他们的奉献，更崇敬他们的无
怨无悔。可无论我怎样从心底里呐喊
和深情挽留，都已然是遥不可及的时
空隧道里的回音，因为在我心里，他们
已经是镌刻在星河灿烂的历史天空里
的一座丰碑。

前些年，军地协调，利用空置的厂
房、宿舍，打造成现在的画家村，以利
于吸引更多的人回望这段历史，汲取
时代的精华。或是想永远保存这样的
遗址，因为遗址是一种文化，承载着一
段历史。它记载着三线人的奋斗轨迹，
一代人的青春万岁。它昭示后人，天下
国家，本同一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先辈们的奋斗是为了今天我们的幸

福，我们不可以数典忘祖。
画家村全称是“大别山仙人冲画

家村”，村名题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范迪安先生题写。画家村规模不小，
各具特色、大小不一的书画艺术工作
室琳琅满目，像珍珠一样没有规律地
散落在各处。我特别留意各个工作室
的装修，但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没有装
修。略加思索，我便认同这样一种风
格：不修边幅，长发飘逸，胡子拉碴，十
足的艺术家风格，实乃室如其人。艺术
家追求的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美，如
果像家居办公一样的豪华装修，原始
的朴真被伪装隐藏，不是他们的风格，
而且那样也会制约他们审美思绪的自
由发挥，也限制了他们无限的想象空
间。就像一篇好的作品，看起来像乱石
铺街，仔细读起来却是一篇锦绣文章。

这个叫ART潜——— 国画创作沙龙
的，院落极具特色，枝蔓盘绕，造型独
特，要是迟来几天，青枝绿叶更漂亮，
我虽然不懂画术，但屋山墙上这幅画
像极了梵高的代表作自画像；如此的
画室很多，如王钟鸣国画工作室、李建
海油画工作室、徐守刚油画工作室、胡
胜西画工作室，还有陆静波、金进国，
等等，连同景富雕塑工作室，足足有50
多位省内外比较知名的书法家画家雕
塑家在这里开设书画雕塑工作室，创
作、写生、讲学、培训、研讨；也有阜阳
师范大学等省内高校在这里设有研学
基地，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还有正在筹
建的敦煌美术院仙人冲分院筹备处；
王甫涛饶国明书法工作室，不愧是书
法家，瞧这春联写的：华夏腾飞祖国万
年青，春色满园山河披锦绣，横批是

“锦绣诗书”，标准的柳体行草。
如果说林林总总的工作室是散落

的一地珍珠，那么这个叫宽街的艺术
街区则是一枚王冠上耀眼的宝石。来
到街区门前，“入门一步，且忘江湖”的
提示吸引了我。走进去，迎面“南北美
术馆”。一间堆满各种书画用品作品的
书画室内，一位颇具仙风道骨风范的
耄耋老者正在笔走龙蛇，一位书卷气
很浓的年轻人在旁边“力士脱靴贵妃
研墨”。我情不自禁拍案叫好。通过请
教交谈，方知老者是闻名遐迩的诗人
书法家何云浩老先生，字松泉，别号镂

石斋主。何老
先生无论诗词
还是书法，均
有建树，造诣
很高。为表达
心怀敬意，我
不知深浅，班
门弄斧即兴做
了一首打油诗

《寻仙》：何处
云飞浩入怀，
诗书醉人仙花
开。江湖曲径
多少客，一泓
松泉穿林来。
刚好将老先生
名和字嵌入。
本是献丑，想
不到何老先生
欣然赐笔将这
首打油诗书写出来，并赐墨宝《雅缘》
一幅，附诗一首：癸卯元春日，晴和朗
朗天，仙冲与君识，一笑结深缘。大师
就是大师，毫不惜墨。

那位“力士贵妃”的年轻人姓沈，竟
然是南北美术馆馆长，美术馆就是他与
他的老师——— 省内外盛名的胡一眼———
阜阳师大胡颖州教授共同创建的。沈馆
长说，宽街只是虚拟，宽街很窄，但心宽
则街宽。宽街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以美
术馆为灵魂的集吃住游、书画藏、展研训
于一体的艺术综合体，规划有南北美术
馆、战狼军事拓展基地、艺术露营地三大
板块，以及大店和艺术餐厅。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仙人冲画家村俨然逐渐形成一
个以书画艺术为灵魂的艺术生态体。
一些餐饮、娱乐、旅游、休闲等业态正
在悄然兴起。月亮音乐吧！诗意很浓，
艺术味更浓。“三线人之家”亦艺亦商，
还有耿溪民宿、留仙阁、“祥云寨”……

离开仙人冲的时候，我猛然发现
路边一幅巨大的头像喷塑画。才疏识
浅，我一时想不起头像的主人，请教沈
馆长才知道是徐悲鸿唯一在世的弟
子——— 百岁大画家李宽明，是沈馆长
的老师的老师，算起来，沈馆长应该是
徐悲鸿的重弟子了。大师头像下的附
语：您来过画家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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