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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萧山党史特聘研究员

洪献耕，在得知瞿独伊获得

“七一勋章”之后感叹：对于

这样一位一生不计名利，不

计得失，从不向组织伸手要

求，默默无闻的坚定革命者，

祖国没有忘纪，人民没有忘

记，故乡人更为有这样杰出

的乡贤而十分自豪。

回想和瞿老相处的点点

滴滴，他对瞿老的最大印象就

是“平易近人”“淡泊而友善”。

“第一次去她家，瞿独伊

老人特别好客，也很健谈，很

欢迎自己老家的人过来跟她

聊聊天。”洪献耕记得，那是

一个北京特别平常的小区，3

楼，100平方米左右。

彼时是 2010 年 8 月，瞿

独伊已经 89 岁高龄。老人

平常都一个人住，日常起居

由保姆照顾。“家具是旧的，

比普通人家还要破旧。”洪献

耕还记得，瞿老当时聊起了

自己的父母、家乡和那段众

所周知的家史。

关于那些作为新华社高

级记者的经历，瞿独伊没有

多讲，却着重讲述了她在新

疆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故

事。讲到自己两次被审讯的

经历，瞿独伊情绪突然特别

激动，重复着当时的反抗话

语：“我绝不单独出狱，绝不

为你们工作，我们没有罪！

要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

把我们送回延安！”这种对信

仰的坚定，一直延续到现在。

洪献耕第二次去见瞿独

伊，是邀请瞿独伊为一本书

作序。第三次是 2014 年 3

月，在上海福寿园，那里有瞿

秋白的雕像。洪献耕与瞿老

及她的女儿、女婿应上海党

史研究室邀请出席。

“如果不告诉你她是瞿

独伊，你会觉得她是寻常在

小区里见到的邻家奶奶，朴

实却又满腹才华。”洪献耕说

道。

本报见习记者 刘俏言

萧山党史研究者洪献耕：

三见瞿老
如沐春风

与中国共产党同岁，瞿独伊已步入期颐之年。她是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

1921年，她出生于萧山，在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发祥地衙前镇凤凰村度过了自己的幼儿时期。如今的

满头银丝，铭记了瞿独伊跟随父母瞿秋白、杨之华风雨兼程、追寻真理又淡泊名利的人生。

衙前，是瞿独伊惦念的家乡。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走进了她曾生活过的凤凰村，感受她与这块土地的深厚渊源。

获颁“七一勋章”的百岁老人瞿独伊，就出生在萧山衙前

去年，99岁的她还想来杭州
本报记者 张蓉

一天接待30个团队
杨之华纪念馆最近很火爆

昨天下午3点半，位于凤凰山脚的杨

之华纪念馆已接待了当天的第 14 支参

观团队。

这座仅 100 平方米左右大的纪念

馆，自今年3月以来，客流量就与日俱增，

“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个团队来。最多的

一次，一天内接待了 30 个团队，有五六

百人。”馆长王国龙感慨说，特别是最近

两周，原本属于闭馆时间的周日和周一，

工作人员也不休息。

馆内的常设展览有一篇章，题名《杨

之华夫妇的独一》，即单独介绍瞿独伊的

生平。最近一段时间，讲解员周春晓发

现，不少人会在这里看着照片发出惊叹，

“这就是获得‘七一勋章’提名的瞿独伊

啊！”周春晓告诉记者，萧山人为此感到

骄傲和振奋。

事实上，早在5月31日，当瞿独伊位

列 29 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

示名单时，这一消息就已刷屏萧山人的

朋友圈。

身为土生土长的衙前人，王国龙记

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发着祝贺和自豪

的表情包。

去年瞿独伊女儿回杭
99岁老人直说“我也去”

“瞿独伊五六岁就离开了衙前，但她

和家人一直很关心这里。”王国龙回忆

说，2019年，在筹建杨之华纪念馆的过程

中，自己一直和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保

持联系，“她不仅提建议，也为展览提供

了很多宝贵的照片和资料。”

2019 年底，杨之华纪念馆正式开

馆。次年 11 月，李晓云和丈夫就前来参

观。

“他们很认真，看了整整两小时，在

每张照片前都停留很久，又向我们提出

了一些修改建议，大多是希望用词不要

过于高调，尽量平实，尊重史实。”王国龙

感慨说，这可能就是瞿独伊一以贯之的

淡泊名利的家风，“临走前，他们还送了

我三本书，包含瞿独伊对母亲杨之华的

回忆。”

去年陪同参观的萧山区党研室主

任徐燕锋则对李晓云提及母亲的一个

细节印象深刻。那时，瞿老的身体已经

不太好，很多事都不太记得，只能和家

人做几句简单的交流。李晓云告诉母

亲自己和丈夫要来萧山看看，瞿独伊很

快回答说，“我也去”。只是由于担心母

亲的身体状况，最终，李晓云没带母亲

一起来杭州。

过往的数十年里
曾数次回来探望故乡

事实上，在过往的数十年里，瞿独伊

有过数次的杭州之行。

凤凰村村民、51 岁的沈红卫告诉钱

报记者，上世纪 70 年代，瞿独伊就曾在

众人的陪同下，返回沈家老宅。

2001年7月，由于沈家老宅翻修，瞿

独伊又回了一次杭州。那次，她还在衙

前农村小学留下了自己的笔墨——“弘

扬衙前农民运动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

这幅墨宝被精心装裱，至今仍悬挂

在沈家老宅的院落内，感染着一代代村

民。

去年，李晓云和丈夫前来衙前时，沈

红卫等四五位沈氏村民也被邀请去一起

吃饭。沈红卫回忆说：“当时，他们还很

关心地问我们的近况，问村里有没有需

要帮助的地方。”

沈家老宅既是瞿独伊生活过的地

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第一所革

命小学——衙前农村小学校所在地。如

今，它已成为衙前的一处红色景点。

作为沈家老宅的守护人，沈红卫发

现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推测这和

瞿独伊不无关系，“她是萧山的骄傲。”

习近平强调，拼搏奉献，就是把许党

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不畏艰

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

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

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全党同志都要保

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

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指出，廉洁奉公，就是保持共

产党人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的光荣传统，

从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

图享受，守纪律、讲规矩，生动体现了共

产党人应有的道德风范。全党同志都要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

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

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

伍必须过硬。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

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各级党

组织要从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功勋党

员，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

事迹和崇高品德，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

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

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

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代表“七一

勋章”获得者发言。

颁授仪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

“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留念。

颁授仪式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

见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 据新华社

上接头版

杨之华纪念馆内的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