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
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 1931 年的一份
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件 4
年后，年仅 36 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
份中共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
卓识。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 7 条，规定了
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
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
“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
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
库 ，备 交 将 来（我 们 天 下）之 党 史 委 员
会”。瞿秋白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
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对革命前途
充满必胜信心。

1899 年 1 月 29 日，瞿秋白出生在江
苏常州，1917 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
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 年秋，瞿
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
间里，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著作，以自己
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

俄的真实状况。1921 年 5 月，他在莫斯科
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党组织，
1922年 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 年 1 月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
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
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为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 年
6 月 15 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首次发表
了他译配的中文版《国际歌》，法文“国际”
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一直沿用到今
天。同年 7 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
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
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
批人才。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
辉煌的一生。

1927 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
中央工作。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后，瞿
秋 白 任 中 共 驻 共 产 国 际 代 表 团 团 长 。
1930 年 8 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
央工作。1931 年 1 月，在被王明错误打
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
罩的上海参加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
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

年 4 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
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
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
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1930 年 9 月中
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
了 20 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
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

“中央文库”）。
1931 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

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视察中发现该处
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
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
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
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

（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
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
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
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
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
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
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

“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
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
看可否便当”。

这一 《文件处置办法》 成为中共第
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库最
先执行。《办法》 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
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

1934 年 2 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
据地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
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在福建长汀
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
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
拒绝。6 月 18 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
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
后 ，盘 膝 坐 在 草 坪 上 ，饮 弹 洒 血 ，慷 慨
就义。

1950 年 12 月 31 日，毛泽东为《瞿秋
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
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
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
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
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
着，不会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
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
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利
的坚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
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文/新华社记者 胡锦武 崔清新

（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高瞻远瞩：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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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迎香的故事

徐虎（左）在攻读高级电工技术期间，到大楼电梯安装现场向工人请教（资料照

片，1997年）。 新华社记者 张耀智摄

邓迎香在工地上和工人们拌泥浆。

新华社记者 李春惠摄

一辆“老坦克”（破旧的自行车）、一个
“全天候”报修箱，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
一张真诚的笑脸，十几年风雨无阻地穿梭
在弄堂街坊——上世纪 90 年代，一位上
海普通水电修理工感动了中国。他叫徐
虎，利用空闲时间义务为居民服务，被亲
切地称作“晚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如今，这位退休已 6 年的老典型在忙
些什么？对于劳模精神又有怎样新的体
悟？记者日前回访了徐虎。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为群众服务
的平凡岗位上做了点平凡的事，我的确放
弃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我的精神世界
无 比 丰 富 。”见 到 记 者 ，徐 虎 开 门 见 山
地说。

论出身，徐虎足够普通。他一直工
作、生活的上海普陀区工人住宅区，原属
城乡接合部，工厂和农田交织。徐虎家原
本也是菜农，初中毕业后，他跟着母亲，过
着一年到头挑水、施肥、种菜的日子，直到
1975 年，城市发展，农田被征用，徐虎被
分配进普陀区中山北路房管所，成为一名
水电工。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也是一名

“农民工”。
当上工人后，徐虎认真学习水电工技

术，用心收集居民需求。“那时，我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努力工作，做一名好工人，我遇
到住户报修，总是尽力及时解决。久而久
之，我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带来的幸福。”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海城市化进
程加速，居民家中洗衣机、电视机、音响、
抽水马桶等大量增加，原先的供电线路、
自来水设施不能适应，导致断电断水事故

频发。同时，双职工家庭增多，事故也大
都发生在职工下班回家后集中用水用电
的时间段，一旦停水停电，居民不能烧饭、
洗衣，学生不能做作业，老人不能看电
视。“往往是职工下班，我也下班了，身为
水电工，这样怎能解决居民的困难？”徐虎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不仅要做为民解忧的标兵，更要做创
新服务的功臣。1985年6月23日，受到派
出所门前“警民联系箱”启发的徐虎，第一
次在三个街区挂出了自己的“特约维修

箱”。木箱上写两行字：“提供优质服务便
民利民，公房夜间水电维修；凡属本地段公
房住户如有夜间水电急修，请写纸条投入
箱内，本人热忱为您服务，开箱时间每晚七
点。”从此，徐虎做起了老百姓的“义务工”，
13年里，他背着工具箱，骑着旧单车，有求
必应。居民的表扬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徐
虎却说：“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

徐虎的服务细致贴心：修好居民家的
电灯，他会顺手擦去灯上的灰尘，使房间
更加亮堂；徐虎的服务风雨无阻：13 年里

的八个除夕夜，他都没来得及拿起团圆饭
的筷子，而匆匆忙忙地去解决群众燃眉
之急。

五次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及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并当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徐虎的荣誉已经数不
清。但我们依然要问，究竟是什么，让一
个处在最平凡岗位的普通工人，成为全国
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

徐虎的回答很简单，紧跟时代发展，
时刻关注社会需求；坚持服务理念，为民
办事多用心。

2010 年，徐虎从上海西部企业集团
物业总监的岗位上退休。挂牌授徒，传授
经验技术和服务理念，构成了他“退而不
休”的全新生活。如今，他手把手带出来
的徒弟，已遍布西部集团的各个物业企
业，其中 10 余位“小徐虎”还先后获得上
海市劳动模范称号，诠释着新时代“爱岗
敬业、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徐虎精神。

“‘后继有人’，是最让我高兴的事。”
徐虎表示，作为一名老党员，自己还期待
为社会贡献余热，将多年为民服务的心得
体会，同更多的劳动者、志愿者交流，以服
务更多群众。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讲求敬业、
奉献的劳模精神会否远去？徐虎说，正是
因为劳动创造，中国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新时代更要大力倡导劳模精神，让劳动
光荣、劳动伟大、劳动者最有尊严、劳动者
最美成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吴振东 潘潘 旭旭

（（新华社上海新华社上海 66月月 2020日电日电））

劳模徐虎：

“晚上七八点钟的太阳”仍在发光发热

面前的王顺友，头顶上的头发日渐稀
疏，身上绿色的邮政制服因为常年的日晒
雨淋有些褪色了。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国十大人
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系列
荣誉加身，让这位曾经是“马班邮路”上的
孤独邮差，成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
藏族自治县这座被群山怀抱的小县城中
比县委书记还“出名”的人。

近日，记者再访木里时发现，传奇人
物王顺友还在继续着他的传奇，但那些传
奇的“马班邮路”已消去：昔日木里的 15
条“马班邮路”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取而
代之的是通乡公路。邮递员们不再依靠
马儿行走天涯，骑上了摩托车送信。各个
乡镇不但通了电话，还能用上互联网，越
来越多的乡亲们用上了手机。

夜快深了，应记者的请求，王顺友用
平静、低沉的嗓音再次讲起马班邮路上那
些难忘的日子⋯⋯

1984 年，19 岁的王顺友接过父亲的
班，当上了木里县邮政局的邮递员，从此
过上了与马为伴的日子。

在本世纪以前，木里大部分的乡镇都
不通公路和电话。以马驮人送为手段的
邮路是当地乡政府和百姓与外界保持联
系的唯一途径。全县除县城外，15 条邮
路全部是“马班邮路”，而且绝大部分在海
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山上。王顺友负责
的是从木里县城至白碉乡、三桷桠乡、倮

波乡、卡拉乡的邮路，一个月里，他有 28
天奔走在路上，往返 584公里。

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一壶酒。
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先翻越海拔 5000 米、一年中有一半
时间被冰雪覆盖的察尔瓦梁子，再走进海
拔 1000 米、最热时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的
雅砻江河谷，途中穿越大大小小的原始森
林和山峰沟梁⋯⋯季节的变换浓缩在每
一趟 28 天的路途中。有时候，甚至在一
天里也能经历从严冬到酷暑。

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饿了吞几
口糌粑面，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或啃几口冰
块，晚上蜷缩在山洞里、大树下或草丛中
与马相伴而眠，如果赶上下雨，就得裹着
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冰雹、暴雪、大雨、
泥石流，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让这条无人
相伴的道路变得危机四伏。

1988 年 7 月，在去倮波乡路上，他滑
着溜索横渡雅砻江，眼看就要滑溜到对岸
时，挂在索道上的绳子突然断开，他从两
米多高的空中重重地摔了下去。幸好这

一摔只是摔在了沙滩上，人没事，邮包却
掉入了江里。不懂水性的他心急如焚，从
地上抓起一根树枝跳进江中，拼命地找邮
包。当他费尽全力把邮包捞起来时，人已
累得趴在沙滩上久久无法动弹。

1995 年的秋天，在雅砻江边一个叫
“九十九道拐”的地方，一只山鸡突然飞了
出来，受惊的马狠狠地踢了王顺友的肚子
一脚。尽管当时钻心的痛让他直不起腰，
但他坚持把所有邮件送完。回到县城医
院检查时才知道大肠已被踢破，死神再一
次擦肩而过。

“乡亲们需要我，我也离不开他们。”
王顺友总这么说，那些年里，每到达一个
乡镇，能见到几十百号人，他总是不由自
主地笑。他喜欢热闹，然而在人群中，他
又是看上去最孤单的那一个。他常常走
在路上自言自语，久而久之，那些话变成
了山歌。

马班邮路无尽头
脚印蹄声谱春秋
谁知三九夜难熬

烈酒山歌解忧愁
⋯⋯
如今，木里的 29 个乡镇中除了三桷

桠乡外，其余 28 个乡镇已经全部通路。
113 个行政村中的 88 个村已经有了公
路。“农民生活变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盖
得结实了。没有人睡地铺了，吃饭时都坐
在板凳上。公路通了，电也通了。有信号
的地方，年轻人都玩微信⋯⋯”说到这里，
王 顺 友 一 改 低 沉 的 嗓 音 ，脸 上 充 满 了
喜悦。

考虑到他上了年纪、一身是病，前些
年邮政局将王顺友负责的邮路调整为县
城到李子坪乡。虽然少了艰险，他却热情
不减当年。“只要自己在岗位上一天，就要
一直把信送下去，把路走下去。”他说。

在木里，其实还有无数的“王顺友”。
他们在中国的西南山区遥远的一隅，用自
己在路上每一天、每一步的奉献和执着，
汇聚成撑起发展、进步和希望的脊梁。

文/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据新华社电）

王顺友：

“马班邮路”上的传奇

邓迎香，被称为当代
“女愚公”。

这位贵州省罗甸县董
架乡麻怀村的普通农村妇
女，带领乡亲历时数年，硬
是用钢钎、锤子开凿出一
条 216 米长的隧道，将与
世阻隔的麻怀村与山外世
界连通在一起，给世代贫
困的山区带来希望。

邓迎香是外乡嫁过来
的媳妇儿。她出生在罗甸
县董当乡高峰村，那里在
黔南来说算是个好地方：
良田多，长年能吃上米饭，
且交通便利，汽车直通家
门口。

1991 年，19 岁的邓迎
香在乡场上与董架乡麻怀
村村民袁端林一见钟情。
袁端林所在的翁井组困居
山窝，没有一条出山路，几
乎 与 世 隔 绝 ，穷 得 吃 糠
咽菜。

邓迎香的父亲和亲友
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爱
情的力量还是让这个倔强
的姑娘义无反顾。

通往新生活的道路如
此艰险：翻垭口、经悬崖、
扶峭壁⋯⋯嫁到董架乡麻
怀村翁井组的邓迎香每天
起早贪黑，种菜、养猪、操
持家务。尽管艰难，她内心满是憧憬。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她无法想象和面
对的。

1993 年，邓迎香 3 个月大的儿子突发急症，夫
妻俩急忙往医院送，还没翻过山，儿子就停止了呼
吸。悲伤欲绝的两口子逃离大山，来到另一个县的
煤矿打工。

2004年 6月，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袁端林遇难。
邓迎香又回到了那个与世阻隔的穷村子，几年

后，与本村丧妻村民李德龙重组家庭。回来后，她常
常对着大山发呆。

什么时候，能有一条出山路？
还是在 1999 年初，国家实施农村电网建设，麻

怀村因山高路险，电线杆子和变压器运不进来，电网
建设搁浅。村民们急眼了，起初在山腰上掏出一个
40 米深、1 米高的出村小山洞。由于洞太小，弯腰走
进去还会撞到头，洞顶还常有石头落下来，得小心翼
翼。李德龙与前妻的女儿出嫁时，就是从这个“洞”
走出的，一对新人浑身沾满了泥巴。

邓迎香下了决心：“我要把洞凿高、凿宽，要能通
汽车。”

她提着钢钎、锤子进洞了，一天一天，从早到晚，
磨穿了手套，磨破了皮肤，磨浸了血⋯⋯开始只有邓
迎香一人行动，后来，李德龙被妻子感动，每天来帮
忙。之后，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凿洞大军。

凿洞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爆炸材料等物资上的缺
乏。邓迎香一边组织村民修路，一边寻求各方帮
助。女儿女婿带头捐助 1 万元，县乡多部门支持了
凿洞所需的资金和物资。

邓迎香和李德龙各带一队，从洞两头开工，不分
白天，不顾寒暑。

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水滴石穿，玉汝于成。
2011 年 8 月 16 日，“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到来——
一条连接山内外，长 216 米，宽、高四五米的穿山隧
道全线贯通，麻怀村史上第一次开进了汽车。

2014 年 1 月，42 岁的邓迎香当选麻怀村主任。
今年 5 月，邓迎香获评“CCTV 年度慈善人物”，并应
邀参加“CCTV 慈善之夜”晚会。

近日，记者穿过这条人工隧道来到麻怀村采访，
亲见隧道外十几亩土地已经变成了池塘，池塘周边
正在修建步道、木楼、亭子，一处乡村旅游景点初见
雏形。邓迎香正忙着和工人们拌泥浆。

“这一片是‘荷池洞天’乡村旅游项目，还有 10
天就能弄好了。池塘里准备养鱼、种莲藕，还要办农
家乐。”邓迎香停下活说，乡里很关心麻怀村里的建
设，投钱给村里发展集体产业。

记者了解，开山通路后，致富门路多了，村民们
忙乎了，“前几年，大伙儿种植岩黄莲、铁皮石斛等药
材，还种植了桃子等果树，现在快成熟了，得考虑销
路。村里还准备发展绿壳蛋鸡养殖、黑毛猪养殖等
产业。”邓迎香介绍。

邓迎香除了身体力行带领村民干活的同时，还
得挤时间学文化。她从小没上过学，仅跟过扫盲班，
深感领着大伙儿奔小康，没有文化不行。

“村民信任我，我肩负麻怀发展的重担，必须学
习，再难也得学。”邓迎香说。

这些年，麻怀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人均收入
达到了 6000 多元，但是，村里还有几十户贫困户。
邓迎香最大的希望是村民都能富起来。

“隧道都凿通了，还有什么难事干不成？”邓迎香
满怀信心。 文/新华社记者 李春惠

（新华社贵阳 6月 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