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穿越25个春秋的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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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卫制”
促我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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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日 ， 伴随着中
国人民银行的成立， 发行了第一
套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 我国共
发行了五套人民币， 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满足人民的日常生
活起到了有力的保证和促进作
用。 在五套人民币的设计、 印制
过程中， 无不体现出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指导， 其
中的很多细节至今回忆起来仍令
人感动。

毛泽东批准使用“中国人民
银行” 行名

1947年10月初， 董必武致电
中央 ， 建议成立全国统一的银
行， 银行的名称定为 “中国人民
银行”。 电报很快送到当时尚在
陕北的毛泽东、 周恩来那里。 毛
泽东说： 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
银行为时尚早了些， 同意先行准
备， 名称就定 “中国人民银行”。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 中央迅速回
电给董必武。 董必武接到复电以
后， 立即找到相关部门商议筹备
工作如何开展。 12月下旬， 中国
人民银行筹备处正式成立。 筹备
处的中心工作就是： 为建立全解
放区统一的银行和发行统一的货
币做准备。 筹备过程中， 董必武
还为第一套人民币题写了 “中国
人民银行” 的行名。

毛泽东不让在钞票上放他的
头像

按照中外钞票设计惯例， 一
般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
的票面上， 为此， 华北财办在考
虑票面主景内容时， 也计划在新
币票面上印上毛主席像。 11月中
旬， 王益久、 沈乃庸便将几种版
别的票样画稿设计出来， 南汉宸
迅速交给董必武并转呈中央审
定。 毛主席在了解到华北财办计
划在新币上印他的像时， 坚决不
同意这样做。 并令中央立即回电
给董必武， 他说： “票子是政府
发行的， 不是党发行的， 现在，
我是党的主席， 而不是政府的主
席 ， 因此 ， 票子上不能印我的
像， 将来再说吧。”

周恩来关于五十元券、 一百
元券的修改意见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 对于
中国人民银行上报的五十元券、
一百元券设计样稿， 周总理经过
认真审阅， 提出了修改意见： 关
于五十元券， 中华民族大团结图
案可以用 ， 不要把主席的像绘
上， 背景可绘天安门。 关于一百
元券： 票版图样绘得不如照片图
案， 其中： 农妇年纪太苍老， 要
画得健康美一些。 工人还好些。
军队战士形象不够英勇， 手里拿
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也不妥当。 三
个人的模样像一个人， 希望此图
重绘一下。 另外， 上次看到的一
分券图样中有美式汽车一图， 虽
系美国型， 但是在国内装配的，
总理指示： 还是改一下为妥， 免
得外界人误会。

1952年， 根据总理指示， 除
了一百元券需要重新绘制以外，
伍元券、 拾元券、 五十元券设计
图案均经过了审定。

李鹏、 朱镕基分别提出使用
领袖图像并最终确定统一使用毛
泽东头像

1990年，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研制第五套人民币的设想， 并在
随后五年多时间里， 做了大量主
题设计预案。

1993年1月 ， 有关领导传达
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关于设计
大面额钞票主景要使用领袖人物
头像的意见。 同年7月， 国务院
副总理朱镕基提出票面统一用毛
泽东主席头像的建议。

1995年9月 ， 中国人民银行
向国务院提交了 《关于研制第五
套人民币的请示 》。 10月18日 ，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朱镕基正式批复同意研制
第五套人民币。

1996年8月12日 、 9月16日 ，
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向朱镕基并国
务院上报了第五套人民币设计构
想方案。 同年9月至10月， 国务
院先后两次对第五套人民币设计
方案进行研究， 并做了批复。

1997年8月6日， 国务院办公
会原则上通过第五套人民币设计
方案， 12月16日总理办公会原则
上通过彩稿。

自第一套人民币诞生至今 ，
我国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 共和
国也历经风雨， 走过了六十多年
征程， 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期间，五
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和票券设计
稿均经过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审阅和批示， 他们提出了很多
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意见，这其
中浸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付出的
巨大心血， 体现出了党和国家领
导人对印制事业的亲切关怀和悉
心指导， 保证了人民币设计工作
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开展。

回首往事， 恍如昨天， 众多
事例， 不一而足。 党和国家领导
人关心、 关怀人民币设计工作的
点点滴滴， 将永载人民币设计发
展史册。

□梁建 文/图

难忘中央领导对人民币
设计工作的关怀和指导

1954年， 国家推出一项重要
体育制度， 叫 “劳动卫国体育制
度” （简称 “劳卫制”）， 要求全
国的大、 中学生都必须积极锻炼
身体， 参加测验， 争取达标。 这
在当时是学校的一项政治任务，
也是评选 “三好生 ” 的头条要
求。 “劳卫制” 分为两级， 先取
得一级证书， 再争取二级达标。

我那时 15岁 ， 读中专一年
级。 我自幼不喜好体育运动， 达
标对我来说 ， 那是十分困难的
事。 我记得一级要测验的项目有
60米短跑、1500米长跑、 跳高、跳
远、单杠引体向上、 投掷手榴弹
等十多项 。 60米短跑达标是9.6
秒， 单杠引体向上是10个， 跳高
是1.6米 ， 其他早就忘记了 。 标
准虽不是高不可攀 ， 但也不算
低 ， 不下一番苦功夫根本达不
到。 我这个体育 “落后生” 既怕
自己达不了标， 更怕影响班集体
的荣誉。 于是， 我给自己立下规
矩， 不管是炎炎夏日， 还是数九
寒天， 每天早起一小时， 晚睡一
小时， 坚持在操场进行 “恶补”。

不知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
汗， 我终于在1956年和1957年两
次实现了一级 “劳卫制” 达标，
获得两枚闪闪发光的 “劳卫制”
证章和两张印有国家体委大红印
章的证书， 毕业前被评为 “三好

生”。 说句实在话， 我们那时的
学习条件和生活质量比今天差远
了， 但我们严格要求自己， 要强
上进的精神状态可不比今天同龄
人差。 班里不仅没有 “小胖墩”，
“豆芽菜”， 而且极少有近视眼。
同学们的心中都有一个信念 ，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一定要带
着好身体和好成绩走向社会， 报
效祖国。

如今， 58年过去了， 我已是
75岁的老人。 被我保存了半个多
世纪的 “劳卫制” 证章和证书，
见证了那段学校生活的历史， 留
住了我曾经的风华正茂， 陪我度
过人生中一段宝贵的青春岁月。

这张全家福是我和爱人新婚
后第一次回婆家时拍的。

前排右起爱人 、 婆婆 、 我 ；
第二排右起大哥、 大嫂； 第三排
左起二嫂、 二哥； 右边的3个是
大哥的儿子，左边的3个是二哥家
的儿子。那时最大的侄子（后排右
一）15岁，最小的侄子（左边那个
斜站在他妈妈怀里的）6岁。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竹林， 地
面坑洼不平， 有部分积雪覆盖。
大人的衣服颜色基本都是蓝色调
（我这城里的媳妇除外）， 孩子们
穿的也很一般。

转眼25年过去了， 婆婆已去
世。 当年的6个侄子全部成家立
业， 最小的侄子前几天也荣升为
父亲。 他们中既有解放军军官、

通讯公司高管、 建筑监理， 也有
在老家务农照顾父母的庄稼汉。

老家变化很大， 村里修了水
泥路， 村口通了高速。 再也不用
每逢下雨 、 下雪天在泥里跋涉
了。 在家务农的侄子还在镇上买
了商品房， 和城里人过着一样的
生活。

我的变化也很大， 当年我是
6个孩子的三妈 （爱人排行老
三）， 现在我是8个孩子的三奶。

时光如梭， 光阴似箭。 我的
青春虽早已离去， 但值得欣慰的
是， 当年拖着鼻涕满屋子跑的孩
子们， 如今一个个高大帅气， 他
们分别在北京、 上海、 浙江、 山
东等地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绵薄
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