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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老革命的回忆。
是送给年轻人的财富。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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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荣逢，男，1937年4月出生，江西省瑞金市人。1955年8月宁都师范毕业，分配在广昌县工作，先后
任村学教员、县文教局教研室干事、县文化馆馆员、县党史办干事。1960年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先后任过广昌县人民武装部助理员、干事，定南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赣州军分区政治部
副科长、科长、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党委常委。1985年12月转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赣州地区行署秘
书长、地区人大联络处和人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于1999年6 月退休后，被推选为赣州市老年体育科
学委员会学会会长、赣州市红都商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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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岁月悠悠   情思悠悠——读《岁月情思》所想到的一个月前，我接到老领导吴荣逢的电话，问我的
详细地址。在电话那头，他谦逊地说，自己出了本新书，想寄给我。这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
事，细说来，应该是5年前的事了。那是2005年，我特地到江西赣州市拜访吴老，见到我，吴老非常高
兴。他说，自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不用太操心了。但是，闲暇之际，许多往事又时
常在脑子里涌现出来。我清楚地记得吴老那时穿一件蓝色夹克衫，他一只手解开衣服上的几颗扣子，
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小李啊，每每看到你以后，我的脑子里会时常想到我们宣传科电
影组的同志们。廖拐啊，德宝啊，小姜啊．．．．．．”看得出，老领导对逝去的岁月很有感情。他
说想写一些感想与随笔类的文章，以此作为人生之中的纪念。我说：“主任，很多老同志、老领导退
下来之后都忙着出书，您也写一本吧！把您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您的讲话稿、论文
、随笔、心得等整理整理，就是一本好书，一定很畅销。”老领导听后，摇了摇头，淡淡地笑着说：
“那些东西就不写了。要写就写一些随笔、感想类的东西，还要写写你们这些可爱的电影放映员们。
题目就是《我们科里那些可爱的放映员》。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老领导！我们电影组的同
志一定好感动、好高兴的。我们期待着您的作品早日问世。”我还不知深浅地说：“老领导，您的书
稿出来以后，我来赞助。”老领导微笑了一下，再次握了握我的手。没想到，五年之后，一本由江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情思》就来到了我的手上。我自己出过书，深知这是一项艰巨而繁杂的工程
。当捧着这本红底白字并印着老领导不同岁月时期的照片的书，我心潮滚动，吴老，真佩服您！我一
口气读完老领导的书，连吃饭都舍不得放下，其中有的章节我还反复拜读。掩卷之余，我的脑际里不
断地闪出老领导的影子，不断地被老领导书中叙述人物、场景、事情以及心底里抒发而出的情感所打
动，勾起了我对过去了的岁月的回想．．．．．．书中老领导回忆过去的岁月：从他的出生写到他的
成长，从他的军旅生涯写到为一方地方父母官员，从他的退休二线写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从他身边子
孙儿女们写到他的上级、战友与师友。老领导对事业忠诚坦怀；对父母、对家人忠孝仁义；对战友、
对朋友情真意切。老领导以优美的文字、深厚的文学功底、充满着情和爱的回忆，像春雨浸润心田，
感人至极，受益匪浅。我不断在心里默默为老领导鼓掌、赞美，因为《岁月情思》确实是一本好书，
一本必读的好书！书中 《友情胜亲情》（92至94页）章节写了我做过的一点点事情，时间过去这么久
了，老领导竟然还没忘记，把它写在书中。读后，一股暖通流涌上心头。其实，这一点点的分内之事
，它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正是我们科电影组一茬一茬的人，在老领导的关怀培养教育下成长进步的
一个层面或是一个缩影。我做的还不够好，谢谢老领导！给力老领导！的确，如书中所说的“虽然我
们相处时间不算长，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曾经两进赣州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一是在1975
年3月至1976年3月间，我从信丰县中队破格调到赣州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电影组工作，直接接受吴老
的领导。一年后，我调到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电影站工作了。一是在1979年10月至1981年6月间。我是从
福州军区政治部南昌文化工作站见习干事任上调到赣州军区分政治部电影队任队长。那时，吴老已经
在定南县人民武装部任政治委员了。一年之后，我考进了解放军重庆通信工程学校（现在解放军通信
工程学院）。也就是在那一年，吴老从定南县人民武装部的任上调到赣州军分区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
。我这两进赣州军分区工作，很荣幸能在吴老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老领导的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水平
、敬业精神、处事为人的风格处处影响到我，使我受益终身。老领导既是我们言传身教的领路人又是
我们的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国家处于一个特定年代的时期。宣传部门作为
政治部门的风标口，没有相当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是很难把握得住的。吴老牢记人民军队的
宗旨，继承发扬老区的革命传统，不论风向如何变化，全区的宣传工作始终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那时的吴老，是全区最年青的团职干部。在我的印象中，各个科室几乎都有一名政治部副主任分管
，我们称之为“大科长”。“大科长”们时常手里端着茶杯、胳膊下夹着报纸，到科里以后一屁股坐
在办公桌上就开始亲自指导科里的工作了。科里面还有副科长和好几个干事，他们的年龄比科长大、
军龄比科长老。面对这样一个组合，没有相当的能力、水平是不可能领导好科里的工作。我印象中宣
传科是非常团结、和谐的。我记得，每开起科务会来，吴老都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
临到最后时吴老还问问我们电影组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那时，科里干部多，轮不到我坐到科办公室
里头，只有挤在靠过道口了，吴老还特地提高嗓门，问：“小李子还有什么说的么？”这种谦虚、民
主的作风，使我心头热烘烘的，顿时就有一种冲动，巴不得快点把工作去完成好。我还记得到农场搞
起劳动来，吴老不论再忙都亲自带头参加劳动，吴老的自身模范作用带动全科人员的人员，人人都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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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去劳动。到了农场后分下任务以后，全科战斗力最强。部首长常常表扬宣传科，说：宣传科的同志
全区意识强，劳动观念强，搞起劳动来，人来的最多，干的也最欢，完成的最快，干的最好。吴老对
我们年青干部爱护、培养、教育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电影组的工作，不是科里的中心工作。但如果
做的不好，就会影响并制约到科里的中心工作。吴老时常教导我们，不论是民兵政治教育还是部队政
治教育，不论是党委中心组学习还是机关部队政治学习，不论是通讯报道还是文化电影工作，都是科
里的工作，全科都要有大局观念和一盘棋的思想，要求树立为机关、为首长、为基层部队和民兵服务
的思想。那时的军营文化比较单调，电影成了部队、机关最受欢迎的文化形式之一。吴老要求我们不
单单放电影，还要出墙报、黑板报，写通讯报道，要练好字，到科里去抄材料，写会标、制作幻灯片
，放广播等。遇到地方机关厂矿的文艺宣传队到军分区的演出时，还要负责接待。那时候上级每个月
发来5部电影，军分区共有5个固定放映点，每个月硬性放映指标就是25个晚上，再加上临时放映加场
租片，几乎每天晚上都没有休息，放映回来后都要到十一点多才睡觉。有时，早上还要蹬着自行车去
几公里外的汽车站寄送电影片。年轻人都想睡个懒觉，可是，电影组必须固定早上5点多钟起床开启
扩音机放起军号片。遇到节假日就数电影组最忙。电影组共3名人员，但在吴老的领导下，大家工作
积极性都非常高。吴老上班下班时或中途课间操的时候，都会到电影组走一走，问寒问暖。每每放映
时，吴老都会来到电影机的旁边，在放映之前播放革命歌曲和幻灯片，关心放映质量。一天，电影刚
放映完后，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吴老与我们电影组的人一道搬放映机到机房，吴老不顾自己全身都
淋湿透了，连忙叫我们换衣服，很晚自己连雨伞也没有走路回家去了。第二天上班时，吴老还到电影
组问问我们有没有感冒。吴老关心部下的行动深深感染了我，我心里时常默默念着：我有这样好的领
导，是我的幸福。我没有不干好工作的理由。吴老是我心中的偶像。吴老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江西
广昌县工作，吴老穿上军装的之日也是我出生之时。那时，我学校里有一位体育老师伍老师就是吴老
的老乡和同班同学。他时常对我们说起吴老，言谈之中十分崇拜，引以为骄，感染了我们这些小同学
们。就在我临当兵报到那天，他对我说再三提到，见到吴老时一定转达在广昌苦竹还有一位老乡与同
学向他问好。但是，直到我入伍一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组织上调我到宣传科，有缘投到吴老的门
下成为他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战士时，我才说了出来。我在军分区工作期间，吴老只有一次提及过伍老
师。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能以此为特殊，所以我从未在战友面前提及这件事情，吴老也从未在我的战友
面前说过此事。我懂得，不是吴老不念同窗之情，而是不在我们面前过多的表现出这种老乡关系而使
纯洁的军容关系变得庸俗进来，不能靠关系，要靠自身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支持科里的工作，支持吴老
的工作。现在读到他写的《广昌路上莲乡情》，足见他的宽阔情怀。当我第二次调到赣州军分区工作
时，吴老刚调到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那时我从省军区申请了两电影。但因班车出故障延误了放映的
时间，为了保证晚上放映工作的顺利进行，我情急之下擅自越过分管后勤的军分区首长，自己找军分
区后勤部管理科科长，要求调军分区一台小车将影片及时送到赣州市大余县。那天，小车是安排了，
在晚饭之前将电影片送到会议地点，保证了电影的正常放映。但是，这事情还是被军分区分管后勤的
首长知道了，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必须从县城回到市里，第二天一大早坐班车
到赶到省城。因此，我没能去当面向吴老承认错误而感到内疚，到军校报到后，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
敬爱的老领导承认我的错误。那时，我是从内心里真正是感到对不住老领导，刚上任政治部主任我就
犯了这么一个错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级与下级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多么的纯洁。我从军校毕业后，就留在江西省军区机关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能在吴老直接领导
下工作的机会了。老领导是我工作生活之中的动力源泉。那时，吴老家住在军分区院子外面，电影组
有什么事情去请示他，通常就直接去他家。吴老一家人十分热情，没有一点架子，端水倒茶，小孩们
都走过来叫叔叔，格外亲切。遇到吃饭时，吴老的夫人朱阿姨非拉着我们吃上几口饭才走。我们把饭
吃了下去，朱阿姨就高兴起来。站在一边的吴老也开心起来。那时奶奶坐在院子天井中的小竹凳子上
晒着太阳，我们都喜欢上前和她老人家聊上几句，老奶奶说的是方言，这时，吴老、朱阿姨和小孩子
们都就会凑上前来，将她老人家的说话给我们翻译过来，老奶奶听后高兴地笑了起来。看到老奶奶开
心地笑了，我们也笑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官兵之间的关系多么的融洽，那就是一种就是战斗力啊
！吴老调到基层人民武装部任政委后，时常会到电影组来看望我们，关心我们的工作生活。特别注意
政治上关心帮助。我调到江西省军区电影站工作以后，吴老还十分关心我的成长进步。后来，吴老转
业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虽然接触机会少了，但时常从电影组的同志那里听到吴老念着我们电影组的
同志。再后来，我到地方工作了以后，每每遇到什么事情也会请教吴老，吴老不论工作再忙、事情再
多，一定全力帮忙协调并尽最大的能力予以解决。如今，我在北京办公室里，手捧着这本充满着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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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炽热、真挚与温暖的《岁月情思》一书，这是老领导在追求先进思想的道路上留下的美好印记，是
老领导对过去岁月中所发生的美好生活的一种深情的描述，是送给青年人的财富。书中，可以清晰的
感受到老领导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发现，是老领导对他的领导、战友们以及部属的感
情的表露。看到封面老领导的画面中的风采，更加引向我对南方生活的老领导以及老领导一家人深深
想念与祝福。时光急速飞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年的吴科长也步入了人生的古稀之年，我也走到了知天
命的时光。掩卷后，我不禁想起了班清河同志的《日子》一诗：像一团滚动的火球辗过经线划出没有
色彩的光平泻在空旷的思维中淡淡的肌香抚去忧郁的神情将苦涩的寻求交换．．．．．．风抽打胶轮
驼去富足的欢笑树叶黄了伴着凄凉小草绿了偎着温暖箭穿梭着日月永恒的只有回味李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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