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就看了看印在笔记本背面的价目，果然发

现比他实付的价格高。周总理就问：你们是不

是少收钱了？服务员回答说：没有少收，我们

是按批发价格卖的。周总理严肃地说：这怎么

行？价格怎么能随便改动呢？应该买卖公平，
一律按零售价收钱，不能搞特殊化。说罢，周

总理就补付了钱，并纠正了小卖部的价格。周

总理到理发室去刮胡子，理发员刮完没有收费，

因为饭店规定这些费用已经包括在住房费 里

了。周总理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说：开会住

房是公事，理发刮胡子是私事，应该自己付钱。
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家财政纪律的。经过总理

的批评，不仅纠正了收费办法，而且使我们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物价是个大问题，个人无权决定

1963年，周总理到沈阳，听取调整工作汇

报。当时省里主管财贸工作的负责同志为了使

货币流通量和商品可供量两者平衡，想了个调

整30几种商品物价的办法。这个问题一向总理

汇报，总理就批评说：物价问题是个大问题，
物价一动，牵一发动全身，牵涉到 生 产、 分

配、工资各方面，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
如果需要，应由国家物价委员会统一报中央讨

论决定。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无权决定。

事事要想到全局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淮

安度过的。1960年中共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去北

京时，向周总理汇报了淮安种植十万亩棉花，
收成较好，想办一座纱厂。当时，国民经济遇

到暂时困难，周总理一方面给予鼓励，一方面

又诱导说：你们种了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

海的纱厂就要吃不饱了。周总理教育他们要顾

全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使大家受到

了深刻的教育。

兼 听 则 明

美籍华人全国协会主席、医学博士李振翩

回忆说：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几年以

前，毛主席决定要建筑成昆铁路。国务院设计

了一个方案。有一位同志，极力反对这个方案

所定的路线，双方争辩得很厉害。后来周总理

和一些人，亲自到四川、云南交界处，看了一

看，回来之后，周总理采纳了那位反对者所建

议的路线，这就是现在筑成的成昆铁路。

亲属一点也不能搞特殊

周总理的一个侄儿是在北京读书并参加工

作的，直到他入党时，组织上到淮安调查，才

知道他是周总理的侄儿。1961年这个同志结了

婚，他所在单位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把他爱人

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有一天，他们夫妇俩去

看周总理，并汇报了 这 件事。周总理听 后

说：“噢，这么容易？要是人家不接收呢？”

侄媳想，事情已经办妥了，怎么还会 不 接 收

呢，便说：“不接收就回去嘛”。周总理当时

周 恩 来 同 志 的 一 付 对 联

在1962年，陈云同志讲调整计划实质

上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

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因而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要痛痛快快 地下

来，不能再犹疑的时候，周总理插话说，
可以写一付对联：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 综合平衡

一付对联，短短几句话，正确地总结了

“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当

前国民经济的调整仍有现实意义。（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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