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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大串联，已经撕去日历 51 个年头了，回想在琉

璃河红卫兵接待站那段不眠的日日夜夜，真难以忘怀，在心

头留下了惆怅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百万人

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还意味深

长地穿上了绿军装，并邀请 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门。

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毛主席对他们说：“我坚决支持 你

们！”从此，拉开了红卫兵大串联的序幕。 

起初，红卫兵大串联，大都是乘坐火车进京。全国的各

条大动脉上奔跑的火车满载着一车又一车的红卫兵在中国

大地上不知疲劳的飞跑。每趟火车的车厢都挤满了人，就连

车厢洗手间，车厢结合部的地方也满是人。有的红卫兵挤不

上火车，就爬汽车涌向北京。 

为了减轻火车运输的压力，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报

道了大连海运学院 15 名师生步行 2000 里来京串联的消息，

并发表了社论号召学生们学习他们步行串联的方式，从此全

国各地一队队红卫兵扛着红旗，手持红宝书，大量 进京。

为了减轻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压力，市委决定，在有关郊区

县也要建立红卫兵接待站。 

根据北京市委的通知，房山县委于 10 月上旬在良乡建

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因为琉璃河是京保公路和京汉铁路两条



交通大动脉必经之地，有首都“南大门”之称,在此建立红

卫兵接待站是必要的。 

琉璃河镇党委按照县委的指示，于 10 月上旬即时召开

党委会议，研究和安排了建接待站的工作。决定由我负责此

项工作。并及时召开了镇辖区内中学、企事业单位、农村大

队、居委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县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单

位大力支持，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从琉璃河公社、角梳社、

粮食管理所，装卸队、居委会、中学等单位抽调建站工作人

员，琉璃河接待站的地点设在琉璃河中学。李哲校长全力支

持，除腾出全部教室、教职工食堂，文印工具外，还带领总

务处的全体同志和十几名学生积极参加接待工作。琉璃河红

卫兵接待站共抽调工作人员 30 人，站长李志国,副站长门宪

荣负责附近农村大队有关事宜的组织协调工作，副站长刘哲

（县财政局干部）负责财务会计工作。 

下设四个小组：财务组组长刘哲兼任，会计李淑恩（二

街居委会干部），李会计（角梳社干部），隗淑清（粮食管

理所干部）负责财务结算和粮食供应。保卫组组长老程（装

卸队职工）和中学十几名高中学生。负责防火和接待处登记

工作。宣传组组长李哲（琉璃河中学校长）和学校老师及学

生，负责接待站的宣传、印刷、咨询等工作。后勤组组长修

正财（中学总务处干部），学校总务处全体员工和居委会三

名炊事人员负责红卫兵的吃喝拉撒工作。 



接待站大门外悬挂着两条醒目横跨京保公路的大标语。

一条是琉璃河红卫兵接待站，一条是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

红卫兵小将致敬！ 

接待站大厅左侧为接待处，右侧为保卫组。迎面是一块

大黑板，写有北去良乡、天安门，南去涿县、保定各路段的

里程，便于红卫兵合理安排行程。 

院子两侧插有数面红旗和毛主席语录牌。红卫兵住宿主

要是中学十几间教室，每间教室可住 40——60人，接待站 仅

能住 600人。每间教室安装一台二号北京新民炉，装有烟囱，

以防煤气中毒。教室地上铺稻草簾。 

红卫兵只在接待站吃饭、喝水、印发传单咨询问题的，

接待处一般不做登记。凡是需要住宿的，都要一一登记，由

工作人员按登记号引领进入房间入住。 

红卫兵串联高潮时，每天最多接待达 5000 人，人满为

患，接待站压力很大。接待站住满后，我们采取了站内吃饭，

多点分散住的方法，分流去水泥厂技校、铁路中学和附近农

村社员家。这样就减轻了接待站的压力，也保证红卫兵有住

处。 

因大串联多，接待站仅能供应馒头、萝卜、白菜和咸菜，

一般每人要吃 2——3 个馒头，8 个炊事员每天要蒸约 400 斤

面的馒头，做 300——400 斤菜。压力很大，但他们没有怨

言，仍用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让红卫兵吃上热馒头热菜。



串联人员多时，我们就发动企事业、居委会为接待站蒸馒头，

送到接待站，大家都很支持。 

接待站很注意防火、防煤气中毒，尤其是在室内生炉子，

铺有稻草簾。保卫组的老程每半小时就要巡查一次。每天下

午要看一看烟囱通风情况。在接待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

一直坚守岗位，生怕出现什么失误，深感自己责任 重大。

全体接待站人员也都十分重视此项工作。 

琉璃河中学的老师们，无论是专职与非专职接待工作者，

他们都 怀着一颗慈善的心，经常到红卫兵住地看炉火、卫

生状况，炉子该添煤了，就随手加些煤，那里脏乱了就清扫

一下，把红卫兵的冷暖挂在心上。 

当时，红卫兵接待站就像个小社会，吃喝拉撒睡样样得

管好，有的要印传单，中学的两台油印机供红卫兵使用。有

的要把传单抄写贴在墙上，马上要为他们准备好笔墨纸张浆

糊。有的鞋子开绽了，修鞋工马上给修理。有的病了，要带

着去卫生院看病……。总之红卫兵到接待站就要全包下来，

想尽办法解决，不可怠慢，稍有不周，他们就声色俱厉，气

势汹汹，大喊大叫，说你不支持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

态度不端正，就要造你的反。那时接待红卫兵工作真是提心

吊胆，担惊害怕，生怕伺候不周出乱子。还要查你的祖宗三

代……。外地进京的红卫兵还好些，唯有北京地区的红卫兵

比古代皇太子出宫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有一队北京来的

红卫兵，到接待站就行若法官，气势汹汹的说：“马上给我

们找两个扣子！我们有个人扣子丢了。冻坏了你们要负责任！”



此时已晚上十一点多了，商店早已下班，我只好把自己上衣

的扣子揪掉两个给了他们，才停止了叫嚷。 

那时候的红卫兵头脑极度膨胀“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得

震天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天底下最革命者，只知有

“我”，不知有汉，一切人都应该为他们服务。 

1967 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和刘哲巡视各宿舍时，有两

位红卫兵（一男一女），正围着火炉烤火，经询问，他们是

贵州的，出发时衣服少，路途遥远，时间较长，没料到北京

天气这么冷。见状我们商量由刘哲同志去县民政局找来两套

棉衣，他们穿上后继续北上，临走时说到家后把棉衣寄回来，

我们说：“不用了，你们不挨冻安全回家我们就放心了”。 

县主管红卫兵接待站工作的领导奚元亮同志很重视琉

璃河接待站工作，曾几次来检查指导。我记得很清楚，有一

次来接待站，还带我们坐他的吉普车沿京保公路了解沿途红

卫兵流动情况，最后又去涿县红卫兵接待站参观学习，交流

经验，对我们搞好接待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给了很大的支持

和鼓舞。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

联的通知），（通知）说：目前，各地区、各学校、各机关、

各企事业单位，正在集中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地，外

单位串联的学生和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的斗、批、

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

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串联的计划。这一通知给那些还



准备在春暖花开时重新进行大串联的学生们泼了一盆冷水。

从此，红卫兵大串联陆续减少，接待站的工作也松了一口气，

临结束之前，县接待站给我们接待站每人发了一枚毛主席像

章，如五分币大小，正面为毛主席金色头像，红底，边为金

色，背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大家都感到很

光荣，很幸运。 

琉璃河红卫兵接待站从 1966 年 10 月上旬开始至 1967

年 3 月底告一段落，我因回单位筹备镇革委会和农林、各企

事业和居委会的成立工作，接待站后期工作由刘哲和隗淑清

等通知负责收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