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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本公司是一家房

地产开发公司，在洛
阳市宜阳县城有一建
筑面积为24000余平
方米的未完工商住综
合楼需要开发建设，
现寻求一家有实力的
施工总承包商及各种
材料供应商，期待你
们的加入。
项目联系人：骆先生
电话：13072883607

尊敬的建业桂园·院望业主：
您购买的建业桂园四期项目建业桂

园·院望35、36、37、38、39、50、51、52、53、
55、56、57、58、59、63、65、66、67、68、69、
70、71、72、73、75、76、77号楼商品房现已
具备交房条件，请您按照预约时间（未预约
的请按入伙通知书载明时间）并持入伙通
知书、合同、票据等相关资料按时到我公司
售楼部办理交付入住手续。具体交房事
项，请详询售楼部。

咨询电话：0379-62226666
恭祝您乔迁之喜！
建业住宅集团洛阳置业有限公司

交房公告

44年前，他给周总理寄去7公斤苹果
周总理感谢之外，寄来10元汇款单
本报多年前报道过此事，如今给周总理寄苹果的下乡知青杨根生出现了

杨根生向我们提供的这篇文
章，来源于2009年8月27日人民
信访的博客，题目为《理千家事
安万民心——周总理教我们做信
访工作》，作者是刁杰成，国家信
访局原干部，编著有《周恩来与信
访工作》。

文章显示：“周总理病重的消
息传出后，河南省一位插队知青，
用劳动挣来的钱买了苹果，给周
总理寄来一包，并写来一封信，
表达他对总理的敬仰，对总理
健康的关心。对这件事，周总
理亲自作了交代，从他的工资
中拿出钱寄给这位知识青年，
作为苹果钱，并给这位知青复
信，表达谢意。还特意强调信

访室同志很辛苦，这些苹果送
给信访室的同志。我们每人都
分到一个苹果，我的苹果拿回家
后一直未吃，等我的孩子和亲戚
来时，大家共享。他们听说是周
总理送的，都高兴地跳起来。而
我当时的心情是沉重的，手中拿
着苹果，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老人
家早日康复！”

“这篇文章非常珍贵，与杨根
生给周总理寄苹果的档案内容吻
合，也让我们了解到杨根生寄去
苹果的归宿，给这件事画了个圆
满的句号。”马正标说，杨根生提
供的文章丰富了档案的内容，反
映了周总理高尚的人格，永远为
后世景仰。

杨根生说，他收到回信非常
激动，就把这件事汇报给当时的
穆庄大队负责人，之后层层上报
到中共洛阳市郊区委员会。

1974年 12月 19日，中共洛
阳市郊区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
知，将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回复
杨根生的信，印发给各公社党委、
基层党支部，希望组织广大干部、
群众和知识青年认真学习。

1991年8月，文件和回信作
为档案存档，2001年，郊区更名
为洛龙区后，该档案保存在洛龙
区档案史志局。2010年，马正标
听说此事后，将这份档案找了出
来，展示在洛龙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从那时起，马正标就开始寻
找档案的主人公杨根生，可寻找
过程如同大海捞针，马正标向洛
龙区李楼镇穆庄村负责人打听杨
根生的消息，一直一无所获。

2012年1月7日，本报以《收

到7公斤苹果，总理寄回10元钱》
为题报道了杨根生给周总理寄苹
果的故事。遗憾的是，当时未找
到杨根生，故事的详细内容也无
从得知。

“我1975年8月返城，到一拖
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杨根生说，
离开穆庄村后，他一直保守着给
周总理寄苹果的秘密，没有对他
人提起过。“那封回信的内容我能
背下来，我一直牢记周总理的回
信和嘱托，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
要求自己。”

此前，杨根生尽管看到了本
报的报道，但是他依然低调做人，
毫不张扬。直到前几天，一位知
青朋友发给他一篇文章，记录了
周总理将收到的苹果送给国务院
办公室信访室的同志。这次，杨
根生激动了：“我得把这篇文章告
诉洛龙区档案史志局。”于是，6月
11日，他和洛龙区档案史志局取
得联系。

“苹果寄出去了，我心里很忐
忑，不知道周总理能不能收到。”杨
根生说，当年10月中旬的一天，他突
然收到国务院的一封回信（回信内
容见下图）和一张10元汇款单。

“这封回信表明周总理收到
了杨根生寄去的信和苹果。”马
正标说，周总理不接受礼品说明
他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
楷模。

日前，在涧西区瑞都公寓杨根
生的家中，《洛阳晚报》记者见到了
他，听他讲述了当年的事情。

杨根生说，1971年2月，他以初
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到我市郊区李楼
公社穆庄大队（今洛龙区李楼镇穆
庄村），成为一名下乡知青。

1973年10月，周总理陪同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一行来到洛阳。10月
14日，周总理陪同特鲁多参观了龙
门石窟。

“我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来洛
阳的新闻照片，觉得周总理面容消
瘦，应该是为了工作很操劳。”杨根
生回忆，他就想着能为周总理做点

什么。
1974年10月6日，杨根生到老

城区办事，看到市场上有人卖苹果，
他想起之前周总理来洛的情形。“苹
果是洛阳本地产的红玉品种，口感
酸甜，我就买了7公斤，想寄给周总
理。”杨根生说，当时，苹果的价格是
两毛钱一公斤，知青一天的工资是
五六毛钱，“苹果寓意平安，我希望
周总理一生平安”。

买完苹果，杨根生又写了一封
信。随后，他拎着苹果，步行到洛阳
东站，将信和苹果一起通过火车托
运到北京，收件人为“国务院办公室
转周总理”。

□记者 余子愚 文/图

多年来，洛龙区档案史志局局长马正标一直有一个心愿——找到一份
档案的主人公杨根生。下乡知识青年（以下简称下乡知青）杨根生多年前
给周总理寄去苹果的事情被记录在档案中，杨根生却在返城后失去消息。

让马正标惊喜的是，近日，66岁的杨根生主动联系洛龙区档案史志局，
首次披露了当年给周总理寄苹果的过程和用意。

低调做人，他严守给周总理寄苹果的秘密40多年

收到苹果，周总理感谢之外还特意寄来汇款单

看到周总理面容消瘦，他买苹果寄往北京 周总理将苹果送给信访室的同志，大家舍不得吃

见到杨根生（左），马正标很高兴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

杨根生同志：
你寄给周总理的信和苹果，已转交总理了，总理对你的心意表示感

谢。因为总理一向不接受礼品，所寄苹果又不便退还，现遵总理所嘱从自

己的工资中给你寄去人民币十元，作为你买苹果和邮寄等费。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希望你遵照毛

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努力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