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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杜杜蕾蕾

原定半小时 谈了一上午

房子装修简单，一看就是
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
客厅有面墙直接就是书橱，里
面除了书籍就是字画，沙发上
铺着格子床单，整洁温馨。家
具都是最简单的，甚至有些陈
旧。这就是李振声在北京
的家。

2019年1月8日，淄博市
档案馆馆长王允永一行4人，
按照之前约定的时间，来到了
李振声家。眼前的一切，让他
们有些意外。这和他们想象
的大科学家的家出入很大。
然而，见到穿着朴素、待人和
蔼的李振声夫妇后，他们又觉
得这一切很相称，因为两位老
人看上去和普通老人并无
差别。

“你们过来，他很高兴，今
天早早就起床了。”李振声的
夫人热情招呼大家赶紧坐下，
还告诉大家，老伴已经提前把
题字写好了。

按照计划，这次会面大概
会用半小时。李振声当天很
高兴，和来自淄博的4名老乡
一谈就谈了整整一上午。听
到老乡们介绍家乡的变化，老
人回忆起了小时候在周村的
经历。

谈话中，王允永他们得
知，李振声当时已经88岁高
龄，但坚持每天在家练字，依
旧从事研究工作，让人钦佩。

“回顾发展史 实现新跨
越。”李振声为淄博市档案馆
题字，还把他获得国家最高科
技奖的照片、获小行星命名的
资料、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视
频、部分著作等捐赠给了淄博
市档案馆。

俩周村老乡牵线
促成北京之行

2020年12月3日，淄博市
档案馆馆长王允永说，首次拜
访李振声能如此顺利，还征集
到了部分珍贵资料，要感谢两
位来自周村的热心人——— 郭
济生和张红霞的牵线搭桥。

王允永说：“得知二人和
李振声是周村老乡，还与其相

识多年，我就向他们详细说明
了拜访的目的，希望二人帮
忙。”两人很赞同，还陪同一起
前往，才促成了此次北京
之行。

“我和李老，不仅是老
乡，还是淄博六中的校友。
早在2006年，我在周村区政
协文史委员会做兼职副主任
时，就因为工作需要，与李老
多次电话联系。之后，我还
去他家里拜访过。”12月4日，
郭济生告诉记者，李振声为
人朴素低调，对家乡感情深
厚，还热情为他的书写过序、
题过字。

张红霞，曾任周村古商
城管委会宣传科长，与李振
声结缘是因为拍摄于2015年
的大型公益宣传片《回家过
年》。

“短短的十几分钟，《回家
过年》让我看到家乡的变化，
看到熟悉的大街，感到特别亲
切，非常自豪。你们的作品把
周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俗
精华都展现出来了……”这是
李振声看过张红霞作为总制

片和导演拍摄的《回家过年》
后，说过的一段话。张红霞记
录了下来，现在依旧记忆
深刻。

张红霞说，随后的几年，
每年春节她都去看望李振声，
向老人介绍家乡的近况，介绍
大街的变化。

2019年1月初，得知淄博
市档案馆想为淄博走出去的
知名人物建立档案并保存下
来，两人都觉得这是美事一
桩。他们提前联系，仅用几天
就定下了这次北京之行的具
体时间。

写完自传
将把更多资料送回家乡

离开李振声家后，2019
年1月8日下午，王允永一行
又来到孙钱章家里。

孙钱章开创了社会主义
经济决策学、机关行政事务管
理学、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
史、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
思想史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领
导科学，参与组织、开创了国

民经济管理学。1992年他被
评为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还
被国内外多家传记组织收入
世界、中国名人大典。

孙钱章的家也很朴素，屋
里最多的就是书籍和资料
照片。

此行也多亏了郭济生帮
忙，提前联系。之前郭济生因
学术研究，多次请教孙钱章。
这几年，因为孙钱章正在出版
个人回忆录，郭济生从家乡多
次帮他查找所需资料，两人交
流很多。

对于家乡的亲人，孙钱章
非常热情。近年来，受帕金森
综合征影响，孙钱章书写已很
困难，可他依旧在著作上写下
了自己的殷殷嘱托。

“今天我先捐赠这些。”会
面时，孙钱章向淄博市档案馆
捐赠了几十册图书，并一再表
示，很多书他现在还在用，等
自己的回忆录写好后，家里这
些书都会送回家乡。

希望热心人助力
丰富淄博人文档案

淄博市档案馆馆长王允
永表示，他们致力于把淄博
市档案馆打造成有地域特色
的档案馆，这就离不开人文、
历史、产业等方面的文化建
设。淄博走出去的知名人
物，是人文文化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也是淄博市档案馆
一直想开发和完善的。这是
淄博人文文化发展的重要基
础，是淄博历史文化深厚底
蕴的重要体现，是淄博市重
要的城市名片。

“这次因为有了中间人从
中建立联系，才达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征集资料很顺利。”
王允永说，希望今后有更多像
郭济生、张红霞这样的热心人
牵线搭桥，把淄博市档案馆的
人文档案更好地丰富起来，从
而更好起到激励他人、传承后
代的积极作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马斌 通讯员 高
德松 孟睿

这两位赫赫有名
的 淄 博 老 乡 ，你 认
识吗？

李振声，中国科学
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遗传学
家，农业发展战略专
家，小麦遗传育种学
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
育种奠基人。

如果说袁隆平是
“杂交水稻之父”，那么
李振声称得上“中国小
麦远缘杂交之父”。“南
袁北李”，一个研究水
稻，一个研究小麦，都
用数十年的心血和智
慧培育出了丰硕的果
实，他们让广大农民受
益，让中国人乃至全世
界受益。

孙钱章，教授，博
士生导师，长期在北京
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从
事教学、理论研究工
作、行政领导工作。

孙钱章曾任中共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
委员、函授学院院长，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中国领导
科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共中央党校管理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国民经济管理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

这两位淄博老乡
部分个人档案、影像资
料和著作，已经被淄博
市档案馆征集入馆了。

孙钱章（中）与郭济生（右）、王允永交谈。李振声（左）与王允永合影。

这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淄博老乡

李振声、孙钱章珍贵资料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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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

孙钱章捐赠的部分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