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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安徽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主要

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皖政办[2009]109号），音像制品市场管理

职责由省文化厅划入省新闻出版局。为

加强对音像市场的监管，促进音像市场

发展，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341号）和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

关总署《关于音像制品进口及市场管理

有关问题的公告》（2008 年第 1 号）以及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

（文化部令第 40号）的规定，省新闻出版

局决定开展 2010 年度全省音像制品批

发、零售单位的审核登记换证工作。请

省内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经营单位于

今年 10 月底之前，凭原文化行政部门核

发的《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

件）、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到所在

市、县（区）新闻出版局申请登记换证。

对于逾期未申请审核登记换发经营许可

证的原音像制品经营单位，原《音像制品

经营许可证》于2010年 12月底作废，音像

制品经营资质将予以注销。

具体换证程序及要求，按省新闻出版

局《关于开展 2010 年度全省音像制品批

发、零售单位审核登记换证工作的通知》

（皖新出[2010]284号）办理，请登录安徽省

新闻出版局网站查询（http://www.ahpress.

gov.cn）。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

二0一0年九月十七日

2010年度全省音像制品经营单位审核登记换发经营许可证通告

韩国抗日名将之子“隐居”合肥
已在肥生活50年，其父是韩国独立运动功臣金世晙将军

在省城瑶海区大通路街道绿

苑社区，有一位名叫金璋生的老

人，他能说上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偶尔也能冒出一两句合肥话。大

通路街道办负责人介绍，这位看

似平凡的老人是出身名门的韩国

人，他的父亲是韩国独立运动的

大功臣——金世晙将军。昨日，

记者在大通路街道绿苑社居委工

作人员陪同下采访了金璋生老先

生。 张国平 杨亮 记者 马

冰璐/文 王婧莹/图

为了生活，农闲时，沈锡美就回上海

打工。

身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沈锡美舍不

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世上对她最好

的老闷。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沈锡美的侄女约

她去喝咖啡，趁机把一位有钱的老板介绍

给了她，想让她重新选择幸福婚姻。而沈

锡美却火了：“老闷救过我的命，我不能做

对不起他的事儿！”

不知不觉间，日夜不息的小河水淌走

了36年的时光。

如今，小河上架起了桥。沈锡美和老

闷也当上了爷爷奶奶。全家人都转成了

上海户口，两个儿子在大都市安了家、立

了业。

夫妻俩相扶相搀着依然守在昔日成就

他们一生姻缘的小河边。那一份揳进血肉

的结结实实的爱，唯有他们自己才能体味

…… 据《党建》杂志2010年第9期报道

1914 年的朝鲜半岛在日军的铁蹄下

已经沦陷，无数朝鲜革命志士藏身中国抗

日救国。这年冬天，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求学的金世晙辗转“偷渡”到中国，和“韩

国”流亡中国的革命者一起开展秘密抗日

活动。

“那一天，海风嗖嗖地迎面吹来，父

亲乘船来到中国，化名‘金子烈’。”身

在异国他乡的金子烈此后多次冒着生

命危险，谋划组织革命起义。“经常往返

中国和朝鲜半岛，但是每次都是偷偷地

去，偷偷地走，连家都不敢回。”金璋生

说道。

抗战结束后，淡泊名利的金世晙选择

了定居北京，过起了平平淡淡的日子。“很

多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金璋生回忆

说，直到上小学的时候，他才知道父亲的不

凡经历。

“父亲偷渡到中国抗日救国”

2000年，金璋生护送父亲金世晙将

军的灵柩回国，安葬在韩国国立公墓。“在

韩国，只有为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德高

望重者身后才能安葬在那儿。”

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在青瓦台亲切

接见了金璋生。随后韩国政府方面向他表

达了希望他“回归”韩国国籍的心愿，可想

起还在中国的老伴和子女们，他犹豫了。

这一犹豫，金璋生就犹豫了四年，在老

伴和子女们的支持下，他加入了韩国国籍。

“当了60多年的中国人，突然变成了韩国

人，心里多少有点不适应。我害怕看中国队

和韩国队的比赛，那种感觉太煎熬了！”

金璋生介绍，在中国的日子里，除了与

战友们谋划救国事宜之外，金世晙还结识

了一位情谊深厚的中国朋友——叶剑英。

说起这段“同窗岁月”还要追溯到在云南陆

军讲武学堂读书的日子，鲜为人知的是，这

两位中韩两国的高级将领竟然不仅是同

学，还是室友。两个同怀革命理想的年轻

人一见如故，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结

下了持续一生的友谊。

“1960年过年前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

客人，给父亲送来300元巨款做过年费。”客

人走后，父亲告诉金璋生，钱是叶剑英派人

送来的。“叶伯伯当时肯定是牵挂着父亲闲

居北京，也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送点钱，尽

点心意。”

“父亲与叶剑英同窗情深”

36年相依为命，36年不离不弃
上海女知青与聋哑农民的感人故事

中央媒体看安徽

1971年秋天，上海女知青沈锡美和3

位同伴来到了孤岛一样的定远县马刘村小

潘村民组。

4名上海女知青的到来，给偏僻荒凉的

小潘村民组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欣喜和生气。

然而，大上海同小潘村民组的巨大反差，

令沈锡美和3位同伴在漆黑的夜里哭成一

团。屋外的一个小伙子听到哭声急忙跑去叫

来婶娘，又跑回家端来一脸盆炒熟的花生。

小伙子忽闪着两只大眼睛，见了姑娘就脸红，

憨厚得如泥土一样。他就是聋哑人老闷。

此后，老闷帮沈锡美担水，打柴，背她过河。

1973年的夏天，小河突然浊水暴涨。

来到河边想洗把脸的沈锡美突然栽进河

里。在对岸犁田的老闷急得“啊啊”直叫，

飞奔过来将沉入河底的沈锡美背上了岸。

沈锡美觉得，老闷的背就是一座可以依

靠的大山，她决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

女知青来到小潘村

1974年 11月24日这天，沈锡美不顾母

亲提出断绝母女关系，和老闷结婚了。两

间小破茅屋，一张用杂树打的床，一个盛粮

食的泥瓮，一个粗糙的小饭桌，这就是夫妻

俩的全部家当。

1975年农历九月二十四，他们的第一

个孩子降临人世。两年后，却因病离开了

爱他的爹娘。

1978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3位同

伴都走了，只剩沈锡美一人。

这年，沈锡美的母亲退休了，亲自来

到小潘村民组劝说女儿回上海顶替她的

工作。沈锡美对母亲说：“孩子死了，我是

老闷生活的全部。”分田到户的时候，沈锡

美家分得了2亩地。她和老闷都不懂地该

咋种，生活困难，借钱买条牛，牛却死了，再

后来又咬牙借钱买条牛，债越背越重。这

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儿子，大的7岁，小的4

岁，哪里养得起啊！只好厚着脸皮把大儿

子送到上海寄养在娘家。生活艰辛，但爱

仍在心中。

守着哑丈夫不怕艰辛

“送父‘魂归故里’
受到总统接见”

“与安徽有不解之缘”
说起和安徽的缘分，金璋生说，那还

得追溯到抗战时期，当时中日战事吃紧，

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避难桐城。“我们住在

张英宰相的府邸，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院子

里种满了竹子。”他指了指手上的一处疤

痕，“当时砍竹子不慎割伤留下的。”

抗战结束后，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桐

城，途经安庆，到达上海，“我以为我和安

徽的缘分到此为止，没想到1961年，我又

回来了。”大学毕业的金璋生被分配到合

肥工作，年迈的父亲亲自将儿子送上“南

去”的火车，“没想到，这一去就是50年，

如今合肥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36年相守不离不弃

金璋生父亲金世晙将军金璋生与妻子一起看金大中接见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