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陪朋友到北广报名， 她有陪太子读书心态。
■恩师张颂对她说： “你考北广八九不离十。”
■她先学习汉语拼音， 声母、 韵母每天反复操练。
■她能识 《新华字典》 所有字， 能说清每字的意思。

李瑞英

1938年， 日本曾在苏联索契策划
了一起代号为 “猎熊” 的暗杀斯大林
行动。

斯大林患有风湿病， 每年都要进
行一个疗程的治疗。 1925年， 一家温
泉疗养中心在马采斯塔落成。

苏联上校柳什科夫负责监督这项
工程。 1938年柳什科夫偷渡到了日本。

1938年7月29日， 日军占领苏联符
拉迪沃斯托克的两个重要制高点。 苏
军予以回击。 日军在几天后撤退。

日本外交官建议举行谈判。 而日
本将军则决定用武士道暗杀斯大林 。

柳什科夫正好派上了用场。 日军从流
落中国的俄罗斯移民中招募了一批破
坏分子。 柳什科夫亲自对他们进行精
心培训。 当情报人员得知， 斯大林将
前往索契休假时， 破坏分子立即被运
往土耳其的特拉布宗港。 对他们的承
诺是： 暗杀行动成功之后， 每个人将
得到一幢别墅和100万美元。

一天深夜， 破坏分子越过了巴统
附近的边界。 黎明时， 破坏分子在一
个狭窄地段遇到了埋伏， 不得不交火。
大部分恐怖分子在交战中丧生。 身负
重伤的柳什科夫带着3名队员逃出了苏

联国界。 “猎熊” 行动宣告失败。
原来， 当时著名间谍佐尔格领导

的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在日本东京活动。
该小组中有个人叫与滕。 东京的一个
女裁缝和与滕有暧昧关系。 女裁缝向
与滕提供情报的人中， 有一个重要人
物———日本外相的私人秘书。 这正是
整个事件的关键环节 。 知晓 “猎熊 ”
行动计划的秘书无意中向与滕提供了
这一重要情报。 佐尔格领导的小组立
即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了莫斯科。 这样，
斯大林逃过了一劫。

摘自新华网

1938年日本策划将在
澡堂刺杀斯大林

央视著名播音员李瑞英在高考前
夕， 对自己报考什么学院什么专业没
有明确的方向。 一天， 在高中同学的
撺掇下， 她陪着朋友赶往北京广播学
院报名。 一路上， 她都是一副陪太子
读书的心态 ， 不急不慌 、 神气自如 。
她不会想到， 原以为无关紧要的 “走
过程” 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自此，
她走上一条从来没有想过的靠嘴吃饭
的职业道路。

在北京广播学院的传达室， 在报
名的间隙， 她碰到了一位鹤发苍苍的
老人。 老人视力不太好， 正好那天又
没戴眼镜 ， 将头深深地埋在报纸里 ，
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移动， 不时抬起
头， 揉揉发涩的眼睛。

看到这个情形， 她鼓起勇气， 小
声问候老人， 主动给老人读报纸。 老
人闻声抬起头， 和气地笑笑， 问她缘

由。 她有些羞怯： “您老耳濡目染应
该有必定的识别能力。 你猜猜我能不
能考上？” 老人依然微笑着： “ 孩子，
大胆考吧， 你考北广八九不离十。” 老
人的话让李瑞英一愣： 自己也行？ 但
她信任， 眼前这个和自己不沾亲不带
故的友善老者不会骗自己， 也没有需
要诳骗自己。 那一刻， 她的心里闪耀
起了梦想的光辉： 我要进军北广！

充满了信心十足的她像是换了一
个人， 考试也出奇地顺利。 而让她最
惊讶的是最后一场决定命运的最终考
试中， 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
然是当初给她指正读报感觉的老人 。
经探问， 她知此人就是北京广播学院
播音系著名教授张颂。 正如张先生预
言那样， 她在这种录取率极低的残酷
PK中成功了。

她考入北广后， 滑稽的趣事或许

在于， 她必须最先学习汉语拼音。 一
些声母 、 韵母每天都要反复地操练 。
她每天早晨六点准时起床， 然后来到
北广的小树林里练声 ， 然后大声读
《人民日报 》， 从头版读到最后一版 ，
这样的过程也许需要一个多小时。 每
次读完后， 一身汗水。 但她从不偷懒，
坚持了整整四年。

毕业后， 她并没有留在北京工作，
而是被分到了江苏电视台。 在江苏电
视台的日子里， 她得到了全方位的锻
炼， 干过主持人、 记者， 而在所有的
历练中， 她认为自己最适合从事的工
作仍然是新闻主播。 用功是她的本性，
即使后来当上央视的主播， 她也一有
空就翻看 《新华字典》 和 《汉语成语
词典》。 她已经能够认识 《新华字典》
的所有字， 并能说清楚每个字的意思。

除了熟读字典和词典， 她还有一
个非凡的喜好，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拿
一个笔记本，见到好的语言总会顺手记
下来，有时和友人谈话中猝然迸发的灵
感，她也会详细地记录。在她看来，要想
在央视《新闻联播》中不出任何差错，必
需养成随时随地学习的习气。 成功后
的她坦言， 一个播音员必需在政治方
面、 文化方面、 专业技巧方面、 心理
素质方面不断磨练自己， 只有在上述
四个方面经过多年的积累， 才有可能
成为一名优异的播音员。

李瑞英说： “除了个人的努力之
外， 没有张颂先生昔时的教育， 就没
有我今天的收获。” 摘自人民网

没想过靠嘴吃饭

■镜头钩沉

尽管因为 “乒乓外交” 以及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走向
正常化。 但因为长期的政治宣传， 老
百姓对于 “美帝 ” 的认识根深蒂固 ，
为进一步让老百姓了解美国， 促进两
国人民的交流， 1975年5月下旬， 美国
田径代表队来到中国， 在北京、 上海，
广州举办了三场 “中美田径友谊赛”。

破冰的中美田径赛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夜里， 最热闹
的地方就是各类夜校。 被压抑了十余
年的一代青年对知识的渴望和期待 ，
在夜校找到了宣泄的窗口。 各式各样
的高校毕业证书都是通过夜校培训得
来的 。 那时候最习惯的叫法是 “夜
大 ”。 如今许多在单位担任骨干的人
中， 有不少就是当年的夜校生。

坦赞铁路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
成套项目之一。 该铁路东起坦桑尼亚
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西至赞比亚的新
卡比里姆博希， 全长1860公里， 由中
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 考
察、 设计并帮助坦、 赞两国政府组织
施工。 1970年10月开工， 1976年7月建
成移交。 中方有65人献出宝贵生命。

五十年前的北京电子管厂
1958年北京电子管厂开始建设 。

它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电子管生产
企业 （代号774厂）， 是我国第一个自
主设计、 自主建设的大型电子管生产
基地。 1963年开始试运行生产， 1965
年正式投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夜校成时尚

责
任
编
辑

高
铭

编
辑

阎
义

12
2014年
9月13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张
旭

■日军用苏联叛逃者培训流落在中国的俄罗斯移民作为破坏分子
■女裁缝从日本外相的私人秘书获得情报
■在日本的苏联间谍将情报给了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