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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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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交通大学

好学生与“江博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泽民
同志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
电机工程系继续学业。1946年4
月，由同学王嘉猷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6年冬，江泽民同志接
受党组织的任务，帮助地下党员
厉恩虞隐蔽一段时间。1947年5
月，交大爆发震惊全国的护校运
动，江泽民同志和同学们高喊“反
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的
口号集会示威。革命斗争中，江泽
民同志经受了锻炼。1947年夏天，
江泽民同志从交大毕业。

在师长们眼中，江泽民同志
是一个善于思考、勤奋踏实的好
学生。

当时，他所在的工学院，院长
为王之卓，电机系系主任为钟兆
琳。电机系又分设两个组：电信组
和电力组。江泽民同志在电力组，
当时的老师有朱物华、钟兆琳、张
钟俊、顾毓琇、曹凤山、林海明、严
晙、沈尚贤等，都是高教界名师。

在同窗们眼中，江泽民同志
是一个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的好
学友。

毕业分别之际彼此写“画像”
留作纪念，同班同学童宗海在纪
念册上给江泽民同志写了如下画
像：

江兄泽民，举室共知之博士
也。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
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
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
断。持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
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
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
俨然“江大爷”矣。

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光明牌”打败“美女牌”

美女牌冰淇淋和棒冰本是美
商海宁洋行的拳头产品。此时美
女牌还在生产，并行销市场，而且
很受市民的欢迎。而益民食品一厂
生产的冷饮，虽然是过去生产美女
牌冷饮的机器生产的，但由于配方
不同，味道不同，总不能重复别人
的品名再叫美女牌吧。江泽民同志
提议，要创立新中国自己的品牌，
就要给益民食品一厂生产出来的
冷饮起个名字，大家都在挖空心思
想。最后还是江泽民同志提议：“天
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我们
的冷饮就叫‘光明牌’吧。”

那时还没有“市场竞争”这个
概念，也没有这个名词。江泽民同
志只是朴实地感到：要通过比赛
的方法，让光明牌把美女牌比下
去；除了口感上要超过它，我们要
有大手笔，要让印在包装纸上的

“光明”变成家喻户晓的名牌。身
为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的江泽民同
志负责广告宣传工作。在他的指
导下，负责供销业务的徐永强把
所有的电台都联系好，在同一时
间，所有电台都广播光明牌冰淇
淋广告；他们把上海所有报纸的
广告版也都联系好，刊登光明牌
广告；上海各个交通要道都做上
光明牌的广告……他们还组织宣
传队上街宣传。在江泽民同志的
具体主持下，把一辆美国生产的
旧汽车改装成宣传车，车头上“光

明问世”四个大字，从益民食品一
厂出来，经过其美路（四平路）、迪
斯威路（溧阳路），过嘉兴路桥到吴
淞路，一直到外滩，由外滩再到爱
多亚路（延安东路），再回来。他们
还组织秧歌队、腰鼓队、越剧队、京
剧队、淮剧队去南京路、西藏路、淮
海路、外滩等地表演宣讲光明牌，
一路上免费送光明牌棒冰。

江泽民同志还想了一个办
法，做了许多木质冷饮箱，发给有
困难的职工家属，给予薄利补助，
进行推销，后来又扩大到贫困市
民，组成了一支流动的销售大军。
销售员头戴遮阳大草帽，背起木
箱，木牌一敲，拉着长腔“光———
明——— 牌——— 棒冰”，走街串巷地
叫卖，简直是一场销售光明牌冷
饮的人民战争，把美女牌打得落
花流水，直至关门停产。1951年6
月1日，光明牌商标正式注册，开
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在上海制皂厂

与外商谈判的
风云突变与悄然之变

江泽民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
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
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
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
游刃有余的“老江湖”，这无疑是
一场艰难的博弈。江泽民同志穿
着人民装，走进了外滩18号。在这
里，他感受到了与益民食品一厂
完全不同的洋场气氛。他很清楚
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寻找与英
商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江
泽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戚惠昌很
能喝啤酒这个细节。他说：“那个
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
行了研究。”经过一段日子的观
察，江泽民同志对参加接管工作
的公司协理员、厂长室秘书周伟
说，他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那就
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把
戚惠昌当作外国人看。周伟回忆
道，当年无论在谈判桌前，还是在
日常接触中，江泽民同志都没有
咄咄逼人。他总是主动与戚惠昌
沟通，以交朋友的姿态坦诚相待。

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场有
了微妙的变化。香港方面，对已经
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意已定。戚惠
昌起初没有向前来谈判的干部交
底。半年后的10月27日，他将与香
港方面往来的信件，交给了中皂
厂副厂长江泽民同志，并对他讲
述了自己与英商的交涉过程。
1952年6月27日下午，双方终于谈
妥，草签了转让协议书。

一个夜晚就风云突变。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电。远在
海外遥控的英商出尔反尔，要推
翻代理人与接管方已经达成的共
识。他们想以时间来赢取空间，在
谈判桌上收复失地。我方接管人
员决定抓住时机，不给英商翻盘
的余地。江泽民同志及益民工业
公司和外事处的干部，都找戚惠
昌作了恳切的谈话。经过激烈的
思想斗争，戚惠昌终于决定：挣脱
伦敦和香港的遥控，真正行使自
己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他在谈
判协议书和契约上签下了“全权
代表戚惠昌”——— 英方委以的头
衔和他的姓名。戚惠昌告知香港：
全部谈判均依港方指示进行，香
港授权谈判转让及转让条件之电
报已作为证件呈交政府，草约已
经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实上
均不能更改。

在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

方案是合理的，无需改动

1953年1月，中央第一机械工
业部下达了上海电机厂“一五”计
划扩建任务书。扩建工程总体设
计由一机部设计总局第二分局负
责。江泽民同志领导的电器专业
科刚刚成立，就要在这出大戏中
担纲主角。

电器专业科共有40多名员
工，大部分是承接设计任务的专
业技术人员。工作环境和气氛，已
完全不同于接管英商肥皂厂时的
谈判。江泽民同志十分喜欢这个
新建的工作团队。江泽民同志总
是敞开大门，让各专业组的设计
人员和专家随时到来，在桌上摊
开资料和图纸，共同探讨，有时会
为技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凭借
着丰富的知识面和出众的快速学
习能力，江泽民同志很快就能够
与每个领域的专才对上话，成为
懂行的领导者，深受各方信赖。

1954年春，一机部派出专家
组专程来沪审查。成员个个都是
业界权威。如此阵容，足见上海电
机厂扩建项目的重要程度。评审
一开始，专家组就提出了许多不
同意见，要求作较大修改。尤其对
新建的汽轮发电机车间的设计面
积、设备和工时，比照苏联工厂的
生产经验，认为应予一定的压缩。

面对前辈和专家们犀利的目
光和不同意见，江泽民同志进行了
冷静、独立的思考，并同项目总设
计师和其他设计人员及时沟通，认
真分析研究。设计方案吸收了捷克
先进经验，结合国情，适当考虑产
品升级生产需要，经过反复计算论
证完成。江泽民同志作出判断：设
计方案是合理的，无需改动。

江泽民同志带领参与的同
志，向专家作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甚至还把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技工
请到审评会上，对操作工时进行
详尽讲解……经过激烈争论和充
分沟通，专家们最终都被说服，设
计方案基本未经修改就通过了初
审！实践很快就验证了江泽民同志
当时决定的正确性。1954年，仿捷
4H5466/2型6000千瓦空冷汽轮发
电机，在上海电机厂试制成功，开
创了我国制造汽轮发电机的历史。
1955年，这台汽轮发电机与配套的
汽轮机、锅炉等被运送到皖南，安
装在安徽淮南电厂。这是我国第一
台国产机组。实践证明，整个汽轮
发电机车间的设备选用、平面布
置都是合理并且成功的。

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是当年
直属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科研
大所，1962年，江泽民同志出任该
所主持科研技术工作的副所长。
他明确提出“远近结合，以近为
先”的“八字方向”，电科所很快取
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为我国自行
设计研究新一代中小型电机、低
压电器打下扎实基础，产品填补
一批国内空白。江泽民同志为电
科所科研基地建设倾注大量心
血，几个主要测试基地都是在江
泽民同志主管下建成的。40多年
过去了，电机试验站现在已是我
国中小型电机产品的检测中心。
国内第一家工业用噪音试验室成
为全国的样板。无线电干扰试验室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屏蔽室，沿用了
近30年。江泽民同志主抓对国民经
济有重大影响的3个基本系列产品
的设计工作，其中的J2、JO2小型三
相异步电机系列获一机部新产品
设计一等奖。1965年部局安排研制
高温电磁泵，以满足原子能反应堆
配套急需。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
无样机，江泽民同志查阅书籍，亲
自帮助课题组制订方案，建成试
验塔。研制条件很简陋，江泽民同
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高温水银
有毒蒸汽的侵害，参加了全过程
试验，历时半年不断改进，最终通
过技术鉴定，填补国内重大空白，
使我国水银电磁泵的研制进入世
界先进水平行列。

蒋福根（时为低压电器室支
部书记）：外面的人不太清楚，一
个测试用的噪音室有什么了不起？
我打个比方，如果电机用在军舰
上，双方对峙，声呐监听，谁的电机
噪声大，谁就可能葬身鱼腹。电机
噪声的高低就是质量重要标志之
一，去开国际研讨会，人家就瞧不
起你，因为你连检测电机质量的设
备都没有。毛主席逝世后，对纪念
堂用的电机要求很高，这个质量关
就是在我们噪音室里检测完成的。

窦植（时为低压电器室工程
师）：我和江泽民同志还有所里的
其他同志一起报名参加设在五一
中学里的日语班，每星期读3个晚
上。有一次他出差一个多星期，偏
偏第二天就要考试了。那晚我在江
泽民同志家吃的饭，然后就在饭桌
上挑灯夜战。他一共落下十几节
课的内容，我真为他捏把汗。可奇
怪的是，一个章节我只讲了六七
成，他就说懂了。我们一直忙到将

近12点。待分数出来，我得了个比
较满意的95分，他的分数居然是99
分！为什么选读日语？因为当时日
本的电机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

李万美（时为所技术员）：我有
幸和江泽民同志一家做过一年半
的邻居。1969年夏天他探亲回上
海住了20天。我喜欢唱，江泽民同
志亲自弹吉他，一切都是即兴的，
江泽民同志弹什么曲子，我就唱
什么歌，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总在
厨房门口的过道里弹琴唱歌。后
来电视里看到江泽民同志访问美
国时在檀香山弹吉他，我看了觉
得特别亲切，他的吉他弹了几十
年，有相当造诣。江泽民同志是一
个善良谦和的人，更是一个胸襟
宽广、聪明睿智的人。“文革”那么
乱，他始终也没有放弃过学习外
语和科技，半夜里还在走廊自学
法语。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

从第一件事到《歌唱祖国》

1985年夏天，59岁的江泽民
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第一件事
就是调查研究。了解城市规划问
题就花了12个半天，拿着图纸，沿
着马路跑。

【为民情怀】

《半月谈》杂志曾发表了一篇
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故
事。

1985年6月12日清晨，东方刚
吐出一丝鱼肚白，上海西南角最
大的菜场和农贸市场乌鲁木齐
路、五原路菜场，照例开始了一天
中最为繁忙喧闹的早市。

行色匆匆的人们，几乎谁也
没有注意人流中两位穿着普通的
男子。而他俩对周围的一切都饶
有兴趣，慢慢地转悠，一个个摊位
察看。

他俩，就是前一天刚从北京
来上海赴任的江泽民同志和他身
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江泽民同志
用上海话询价：“几钿一斤？”得知
每斤米苋两角、黄鳝一元八角，江
泽民同志点点头。

9月底，江泽民同志去北京搬
家，30日回上海，10月1日清晨又
去察看小菜场，这回他吃了一惊，
黄鳝每斤三元八角。一位老太太
买了半斤，嘴里在发牢骚：“这么
贵，吃了成神仙啦！”还有人边采
购边咕噜：“看，市长来了啥事未
干，首先涨价。”江泽民同志心里
难过，深沉地说：“上海这么个大
城市，如果市民的小菜篮子保不
住，就很难稳定。”

为解决菜篮子问题，江泽民
同志的足迹遍及郊区各县。1986
年1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上
海市农村工作会议。1987年，书记
和市长一肩挑的江泽民同志主持
召开的第一个会是关于农业发展
的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指出，郊
区农业搞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市
民的菜篮子。他强调：丝毫不能动
摇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这是
我的肺腑之言。 （下转A04版）

敬 爱 的 江 泽 民 同 志 永 垂 不 朽
江泽民同志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他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业科科长等职。1962年，他回到上海，任第一
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他再次来到上海，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往事岁月，历历在目。《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于12月5日刊发缅怀文章《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文章从之前出版的《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日出江花———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等书中节选部分片段（略有删减），以作缅怀。标题为原编者所加。

1987年8月5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冒着酷暑，前来看望铁

路上海站的建设者。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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