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价格低廉“生态鱼”冒充河鱼
富顺一餐厅因虚假宣传被罚1万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恪生）2月2日，自贡市富顺县
市场监管局对一家餐馆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执法
人员在该餐馆检查时发现，菜单上标有“河鲜，船丁子 58
元/斤，河鲤鱼42元/斤，河草鱼42元/斤，河鲫鱼42元/斤，
河白鲢38元/斤”等内容。

在该餐馆提供的购进票据中，发现购入“河鱼”、“鲤
鱼”、“土凤”等字样，销售凭据中发现有“船丁子”、“河白
鲢”、“河花鲢”等字样，执法人员遂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该餐馆为提高鱼类菜品利润，以价格低廉的“生态
鱼”冒充河鱼高价出售给消费者，最终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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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4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939年4月，陕北延安初春乍到。4月24日上午，毛泽东乘车前 往延安东关黑龙沟的抗大校务部，参加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刚一开
门，突然跑过来两个身穿制服的“小八路”，他们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跟前，向其问好。毛泽东停下脚步，和他俩交谈起来，手不停地比划着什么。

这一幕被摄影师正好捕捉了下来，“咔嚓！”这张围绕三人交谈的照片，在后来的延安记忆以及众多摄影作品展上，成为了一段珍贵的记忆和史料。
多年以后，摄影师石少华被问到为何没有在照片上署名时，他坦言当时因为拍得比较着急，且部分照片的底片在侵华日军的一次轰炸中被炸毁，为了避
免发生误会，就没有署名。

可毛泽东本人记得，这张照片出自何人之手。直到1964年，他在一次家宴上，给石少华重新翻出来了这张照片。原来，毛泽东对照片格外喜爱，专
门收录进了相册中。

不少人评论说，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令人过目不忘。原因就在于，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主席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
照片是找到了，可照片上的人去哪儿了呢？两个小战士当时和毛主席在聊什么？直到石少华费尽周折找到这两个“小八路”，谜底才揭开。

定格
毛主席和“小八路”聊天

被抓拍

1939年春，时逢抗日军政大
学建校三周年，此时的毛泽东，已
成为不少年轻人心中的领袖，
而陕北根据地自然也成了全国
众多知识青年心目中的革命
圣地。

毛泽东将出席抗大庆祝大
会并讲话的消息，传遍了整个
根据地。人们翘首以盼，等待
这一天的到来。4月24日一大
早，抗大校门口已经站满了
人。过了一会儿，一辆车开了
过来，停在了抗大校门口。

还没下车，附近跑过来两
个“小八路”，他们身上穿着当
时最常见的深灰色军服，这身
军装在延安人们再熟悉不过，
摄影师石少华和几名苏联记
者当时也没多留意，心想说不
定 是 对 汽 车 好 奇 的 小 毛 孩
呢。谁知道，毛泽东刚一下
车，两个“小八路”就迎了上
去。毛泽东比他们高大许多，
却俯下身子和他们交谈了好
一番。

石少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一瞬间，“咔嚓咔嚓”，将毛泽东
与“小八路”亲切交谈的场景拍
了下来。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手
里比划着什么，具体谈了什么，
在场的人或许都不清楚，但这
张照片却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
格外喜爱。

重现
底片被炸毁

却进了毛泽东的相册

毛泽东为什么和这两个
“小八路”亲密交谈，这两个小
战士是谁？多年以后，当石少
华回忆起这一幕时，都觉得有
些许遗憾。他本想找到这张照
片，“寻根问底”一番，但无奈底
片在一次日军的轰炸中被损
毁，连同底片一起被毁的，还有
这两个“小八路”的身世之谜。

新中国成立之后，石少华
赴毛泽东家里参加了一次宴
会，偶然间，两人聊起了这张照
片，“主席，您还记得当初我给
您拍的有一张和‘小八路’在一
起的照片吗？”

说出这句话时，石少华内
心也有些忐忑，因为他一直想
问，但由于毛泽东日常事务繁

忙，为一张照片怎好刻意叨
扰。他也没抱多大希望，时间
太久远了，能记得这张照片的
人恐怕也很少了。

谁知道，毛泽东回答：“当
然记得啊！你给我拍的照片
啊，其实都很好，那张照片我很
喜欢，还珍藏着嘞！”说罢，毛泽
东让人将他的相册取来，在相
册里，他如数家珍般，给石少华
和众人找到了那张照片。石少
华当时惊喜交加：“就是这张，
没想到主席您还记得。”

看到这张照片，石少华激
动不已，也顺带勾起了他的回
忆。于是，他又问道：“您还记
得 照 片 里 面 的 小 战 士 是 谁
吗？当时你们都交谈了些什
么内容啊？”

只见毛泽东一愣：“这个我
还真记不太清了，两个小战士
的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嘞！”于是，交谈过后，两个“小
八路”的身份，让在场不少人牵
挂了起来，“他们是否还活着？
又去了哪里？”

之后，在进行长时间的寻

找后，两个“小八路”的身份得
以确定，他们一个叫安定保，一
个叫刘长贵。只是，这个寻找
的过程格外艰辛。

揭秘
和毛泽东聊天的
两个小战士是谁？

石少华的后人整理其口述
资料以及相关记录显示，寻找
两个“小八路”，成为了石少华
晚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据他回忆，实际上在知道
两人的真实姓名后，曾多方打
听他们的下落。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得知，安定保凶多吉少，
很可能牺牲在了战场上。

原来，1938 年，张学良的
弟弟张学思来到延安，进入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东北干
部队队长。当时的队长都配有
通讯员，而张学思的通讯员就
是安定保。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
游击战争时，安定保一直担任
张学思的通讯员。根据张学思

回忆，在 1945 年抗战胜利前
夕，安定保和战友们奉命前往
东北敌占区，但当这些战士路
过河北承德一带时，被日军包
围。由于寡不敌众，这批战士
大多都牺牲了，安定保也是从
那时起下落不明。

听闻这一消息，石少华痛
惜 不 已 。 而 寻 找 另 外 一 名

“小八路”刘长贵的过程，也
很艰难。

刚开始，石少华四处托人
打听，既从部队里面寻找，也向
其他摄影记者打听，还跟曾在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学员打探
消息。打听了十几年，仍然一
无所获。

直到1986年4月，石少华
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人告诉
他，几十年苦苦寻找的另外一
个“小八路”有下落了。知情
人告诉他，这人在辽宁丹东，
叫刘长贵，是一个老八路，种
种记录显示他和当初的“小八
路”相符。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石少
华来到了辽宁丹东。在锦江
宾馆，石少华和刘长贵相见。
刘长贵讲起了自己的革命经
历：1945 年，他随抗大转战到
东北，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一名
战士，参加了包括辽沈战役在
内的多个战役；新中国成立
后，他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
美援朝，流过不少血，负过多
次伤。

但这些经历，都没与“小
八路”的经历挂钩。于是，石
少华将照片拿出来，“你还记
得这张照片里的人是谁吗？”
刘长贵眼睛里突然像有了光
一样，他说，这张照片他再熟
悉不过了。据刘长贵讲述，一
名战友曾在军博看到过一张

《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
片，就复制了一份给他，他把
照片悬挂在自家客厅正中央

的墙上，他也很想知道是谁拍
摄了这幅照片。

“那你还记得你们当初聊
了些啥内容呢？”石少华急切地
问道。刘长贵若有所思地说，
当天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
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看见他
们，很亲切地俯下身问他们：

“小同志，你们多大了？”刘长贵
回答：“报告毛主席！我十四，
他十五。”

“那为啥毛主席要在手上
比划呢？”原来，毛泽东是在问
他们，“这么急匆匆地跑过来，
知道我是谁吗？”两人都看过毛
主席的画像，便诚实地回答“你
是毛主席！”

“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
叫毛泽东。”这个时候，毛泽东
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做笔，
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

“毛泽东”三个字写了一遍，一
边写，一边对他们介绍“毛”字
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
怎么写。刘长贵回忆，当时他
们听得特别认真，牢牢记住了
这三个字的写法。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石
少华和刘长贵都发出了爽朗又
激动的笑声。当刘长贵毫不犹
豫地说出了另一名小战士安定
保的名字时，更让石少华相信，
眼前的人就是自己苦寻多年的

“小八路”。即便，彼时的“小八
路”已经变成“老八路”，但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一直没有
忘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宋潇实习生 谢乐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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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专门收录的照片里，两个“小八路”是谁？

毛泽东和两个小战士聊天的一幕被定格为珍贵的历史瞬间。
图据解放军报 石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