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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农村，家中来了客人，做碗荷包蛋作为
吃饭前的垫底吃食，很是流行。特别是女婿上门，
岳母要先做五六个荷包蛋招待女婿。荷包蛋的做
法很简单，锅里的水开了，把鸡蛋直接打在滚水里，
煮上两三分钟熄火再焖一会儿，把鸡蛋连汤盛在放
了糖或蜂蜜的碗中。那蛋清包着蛋黄，如一朵荷
花，又好看又好吃，有的地方也把它叫作“鸡蛋茶”。

这种吃荷包蛋的习俗，最早是在新婚之夜才能
吃上的，即新郎新娘入洞房之前，把两碗煮好的鸡
蛋用红布或红纸蒙盖住，表示吉祥喜庆。夫妻各端
一碗，吃时两人要各自先吃对方碗中的一个，这叫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为“合抱”。说是吃了这
样的荷包蛋，夫妻方能像鸡蛋一样，紧密地永远合
抱在一起。久而久之，人们借“合抱”之意和谐音将
合抱蛋，叫成了“荷包蛋”。

民间有个传说，从前有一富户人家为女儿荷叶
找了个上门女婿叫李旦。新女婿第一次到家，荷叶
先设了个哑谜，想试一试李旦的才能。只见在方桌
上放了四个碗，头个碗里是一片柳叶与两个蛋黄；
第二个碗里是十几块一般大小的蛋白，摆成一字
形；第三个碗里是用多块碎蛋白铺盖着碗底；第四
个碗里盛着清水，上面漂着两个鸡蛋壳。李旦一看
便说，这是唐代诗圣杜甫的一首绝句，合起来是：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荷叶对李旦说，谜你猜对了，
人也相中了。忙叫母亲去做荷包蛋招待新女婿。
她娘是个聪明人，做了一碗荷包蛋，特地用一张荷
叶包着碗，让女儿端给李旦。李旦看这阵势，女婿
是当定了，就高兴地吃了蛋，喝了汤，然后向父母拜
谢。此事传开后，为新女婿做荷包蛋的方法广为传
播，从而形成了民间习俗。至今，凡是女婿到岳丈
家，岳母仍先做碗荷包蛋。盼的是女儿女婿恩爱好
合，白头偕老。有首民谣唱道；

小枣树， 根拐根，丈母对她女婿亲。
女婿进门刚落座， 荷包鸡蛋待诚真。
吃在嘴里甜在心， 盼望女婿常登门。
岳母咋恁亲女婿， 只因闺女连着心。

读书是福。杜威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
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佛兰西说，读书是“魂
灵的壮游”，随时可以发现名山巨川，古迹名
胜，深林幽谷，奇异花卉……读庄子《逍遥
游》，我们便可“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
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
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
也，亦若是则已矣。”

书籍是人类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到最优秀
的人群中，与前贤先哲们对面而坐，屈膝交
谈。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自然。我们仿佛
就是在英杰巨擘们描绘的人生舞台上，与他们
同台对话，共诉衷肠。伟大美好的思想，载之
于书，就是活的声音，是我们至今仍能倾听到
的真知灼见。我们与大师们灵犀相通，悲喜与
共。大师无与伦比的智慧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灯塔般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航程！

读书是福。书和人一样，也能成为我们
的朋友。在所有朋友中，书是最忠诚最可靠
的挚友。在我们年少无知时，书像一位慈眉
善目的老人，给我们以教诲与陶冶，教我们
如何做事做人；在我们身处逆境沮丧无奈
时，书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以美好纯真
的思想净化卫护着我们的灵魂，不离不弃，
给我们以正能量；当我们老迈时，书又像一
双孝顺的儿女，时时守护在我们身旁，给我
们以欢愉与安慰，使我们开心快乐！

英国知名作家黑兹利特曾说：“书香轻拂
沁心灵，诗行轻滑渗血液。青春时所读之书，
垂暮时依然会回想，仿佛就在身边发生。书籍
廉价物美，我们就在书香中呼吸。”一部好作
品，就是作者穷其一生奋力求索的结晶。故而
优秀的书籍，也就是至理名言和辉煌思想的保
藏。若能将这些思想铭记在心，而成为我们永
久的好朋友和永恒的慰藉，我们自己也就成为
脱俗不凡的人。对于不爱读书学习的危害，孔
子高足、“忠孝双全，寿圣儒贤”的高柴曾说
过大意如是的话：爱仁德不爱读书学习的人，
最易被人愚弄；爱卖弄聪明不爱读书学习的
人，最易轻浮放荡；爱诚实不爱读书学习的
人，最易上当受骗；爱直率不爱读书学习的
人，最易惹是生非；爱刚强不爱读书学习的
人，最易胆大妄为。总之一句话，只有爱读书
学习，且能学以致用的人，才能得以心智和品
德的双丰收。

书之美好与伟大，还在于它的永生。大
楼会坍塌，塑像会朽败，唯有书籍能经久长
存。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其
光辉。时间唯一的作用是淘汰低劣之作，只
有真正优秀的作品才能与世长存，流芳千
古。菲利普·悉尼爵士说：“与高尚思想为伴
的人永不寂寞。”换而言之，唯有爱学习与书
籍为伴的人，其内心才是充实快乐的，其生活
才是幸福温馨的，故曰：“读书是福”。

冬日的阳光，说来就来，以它独特的方
式，让沉寂的冬天充满着欢乐。

暖暖的阳光以一种融化冰雪的能量，能
消除霜冻的毅力，穿透厚重的雾气，攀越高高
的大山，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走来，让冬日
静寂的乡村变得美丽而多彩，让沉浸在寒冬
里的人们也多了几分欢乐和温暖。虽然冬日
的阳光没有春日阳光的绚丽，也没有夏日阳
光的热烈，更没有秋日阳光的明媚，但它却
像一位慈祥的母亲，轻轻地抚摸着田野、山
川、大地、河流。

我也经不住好天气的诱惑，心情十分舒
畅地向山间走去。漫山遍野都像被阳光浸透
一般，那还未完全溶化的白白的霜，也像一
面面镜子，反射出绚丽多彩的光泽；那田野
上干涸的泥土刚刚苏醒，抖落身上白白霜，
睁大着希望的眼睛；那些紫红色的叶子贪婪
地在阳光里追逐沐浴，田野里暗绿色的针叶
林植物，以其对寒冷的耐受性，似乎并不介
意暖阳的眷恋；最为热爱土地的黄色叶子，
急切地铺满了大地；越冬的麦子像顽皮的小
伙伴，正摇摆着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冬日的阳光，清清的，暖暖的，柔柔
的，浅浅的，驱散冬天的冷寂，带来丝丝温
暖。远远看去，那些平日里静静的农家小院
也变得热闹起来，一群男女老少坐在院坝
里，女人们一边织毛衣一边拉家常，男人们
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女人说笑，偶尔也附和一
句。小孩们在一旁玩，一会唱一会跳，打闹
声并不亚于大人们的说笑声……也有人扛着

锄头下到地里，仿佛觉得不是去干活，而是
出去看看热闹，感受一下难得的欢乐。偶尔
扑面而来的风，竟也有些吹面不寒杨柳风的
感觉。漫山遍野的枯黄没有春天的绿色惹
眼，经过阳光的照射，反而增加了几分温暖
的味道。

天空碧蓝碧蓝，纯净得没有一丝云彩，
起伏延绵的山若隐若现地矗立在那里，见证
着沧海桑田的变化。眼前各种植物，因为不
同的个性与喜好，在冬日里尽情展示着自己
的风采。翠绿色的小金竹在暖阳的照射下，
显得更有生命力；桃树虽然叶子已经深埋大
地，裸露的枝丫仍傲然挺立沐浴着暖阳；暗
绿色的万年青，以其对寒冷的耐受性，似乎
也不介意暖阳的眷恋；与大地亲密接触的小
草，虽已被风霜染成金黄色，却也宁愿做点
缀，在暖阳的照射下显出与众不同的美。

站在山间，仿佛就是离太阳最近的地
方，真切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冬天的美
丽。我眺望着山下，村庄、河流、田野，
直到远处连绵不绝的群山，都被太阳镀了
金一样，都充满着生气，更是充满着诗
意。不时有几只麻雀飞过，欢快地在草丛
中觅食。偶尔遇见熟人走过，我不时地与
他们打着招呼，也有的坐下来说说话，虽
然说的都是些油盐柴米的老话题，但说起
来却仍了无新意，因为阳光暖暖地照射
着，因为心里也暖暖的。

山上那些还意犹未尽的山菊花仍静悄悄
地开放着，婀娜的身姿，害羞的笑脸，并不

亚于秋的美丽。我认为山菊花是野花里的鸟
儿，有飞翔的愿望，有歌唱的梦想。山菊花
和葵花很相似，花瓣围成的花心是一个深黄
色的，平坦的圆形盆地，绿色的绿叶，更是
映衬出她的娇艳和高贵。在这暖暖的阳光
下，仍有少许蜜蜂轻松自由的在飞蹿着。我
俯身静听，仿佛听到了她们的窃窃私语，像
在说悄悄话，又像在唱情歌。

阳光依旧照射着，照得我全身热乎乎
的。我就往路边的狗尾巴草丛中一躺，张开
双臂，闭上眼睛，感受那若有若无的红彤彤
的太阳，感受那吸收了太阳光热的枯草的温
度，温暖瞬间便传遍全身。不一会，我便半
梦半醒之间。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阳光
依旧暖暖地照着田野、山间，似乎没有一丝
疲倦，仍是那样的绚丽多彩。

于是，我沿着一条山间小路下山，山路
边那些树似乎在抖动身子，精神十足，目光
中充满着期待，微笑中饱含着淡然。树上光
秃秃的枝条勾勒冬天那淡远的蓝天，像苍劲
有力的写意画，给我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
柔暖的阳光透过树枝间，斑驳地洒在我的身
上，将路边的景色尽情地展现，枯草中隐约
看见了青青的嫩叶，嫩草的清香在阳光中弥
漫，这就是冬天里储藏的希望。

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小河边，女人们高兴
地洗着衣服被子，一阵阵笑声伴随着流水声
荡开去。随后，各家院前就晾晒着花花绿绿
的衣服被子，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点缀着乡
村冬日的美丽。

年轻的时候，他的梦里出现
过一道光圈儿，这道光圈儿闪耀
着刺目的金光，映得世界雪亮。
醒来后，他发誓一定要走进梦中
的圈儿里，做圈儿里的圣人。

每天夜里，他都要点灯熬油，
发奋读书，书写心得，一步步接近那个神圣的
圈子。

那个圈子，是研究R理论的圈子。圈儿
里的人很少，真正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也就
少数几个人。

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
圈儿里是神奇的，也是令人快乐的。虽

然，圈儿里有些孤寂，但圈儿里的人是儒雅
的，个个学富五车。人们总是把鲜花和掌声
献给圈儿里的人。或者，拉着圈儿里的人合
影、签名。当然，圈儿里总有人被淘汰出去。
有人是被踢出去的，有人则是自动退出去的。

在圈儿里待久了，他才意识到，圈儿里也
有微生物，也需要打扫卫生。扫帚不到，灰尘
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让自己圣洁起来，他一尘不染。一天
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两耳不闻圈儿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R理论是深奥的，不下苦功夫，
是不会获得真谛的。他知道，终日碌碌无为，迟
早要落伍的。当然，圈儿里也有几个养尊处优
的人，圈子是他们建立的，他们有吃不完的老
本。和这几个人相比，自己有什么资格呢？

他整日钻在圈儿里，倒也衣食无忧。他知
道，R理论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一代人又
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像钟表那样，大致
上分，第一代是沙漏计时，第二代是机械表，第

三代是电子表，第四代是石英表，第五代是等
离子表……以后的无穷代呢？所以，他从未敢
懈怠。至少，也要对得起那份不薄的薪水啊。

渐渐地，他就弄得风生水起了。他有了自
己的研究成果，也因此罩上了巨大的光环。

“年度热点人物”、“最佳理论奖”、“终身成
就奖”……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有了这些荣
誉，圈儿里圈儿外的人都向他致意。有些毛头
小伙儿腼腆地寄来了上好的茶叶，有些女青年
大胆地寄来了光彩的玉照……他全部退了回
去。他给粉丝们回信时，充满了善意的矜持。
有位农村小伙儿上门来求教，他看了看人家写
的文稿，建议对方说，回家娶妻生子吧，再弄
上一群羊，到坡上放放……

是的，他已平静如水，不再是浮华的年
纪。他老了，对许多事情已经无所谓了。

他经常立在街头，观望车水马龙和匆匆
而过的人流。他发现，圈儿外的世界是精彩
的。世界上不但有自己这样的出卖智力者，
更多的是贩夫走卒，是引车卖浆者。正是各
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让这个世界生动起来，
热闹起来。即便自己是个名人又怎么样？站
在大街上，谁认识你呢？本地的圈子很小，就
那么几个人，摆一桌酒席都坐不满。国内的
圈子也不大，一年只能见上一面。世界的圈
子更小了，几年也未必能照个脸儿，有人甚至

一辈子都未曾谋面。
这让他猛醒。没错，自己是孤独

的。他明白，做学问的人，需要孤独。
孤独是孤独者的通行证。孤独是生命
的本质。可是，一个圈子里挖到的，只
能是这个圈子里的东西，永远找不到

圈子外面的瑰宝。因此，他琢磨着，要跳出现
在的圈子，走向新的圈子。要让自己的圈子
多起来，建立起圈子与圈子之间的交集、并
集、合集。不然的话，到头来，自己只能是R
理论的木乃伊。

可是，他想跳出圈子，谈何容易？不说圈
儿里的人拉他，不让他跳，就说他试图走进的
那些圈子，人家也未必欢迎他。人们总是这
么说，你不是你们圈儿里的人吗？到我们圈
儿里来干什么？人们这么说着，还要推他一
把，将他拒之门外。

而自己圈儿里的人，得知他想跳出圈子，
却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这就是他的悲哀了。在自己的圈子里混
个德高望重，又能怎么样？混个终身成就奖，
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被活着的人耍把戏？

其实，人们拒绝他加入新的圈子，也是为了
他好。老先生，您加入我们的圈子，能干什么
呢？我们总不能给您盖一座研究院吧，您还是
在自己的圈子里做学问吧，做到金字塔的顶端。

他默默无语地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他知
道，这辈子，只能抱着R理论入土了。

他也知道，一些年轻的后生，正在他走过
的路上前行，正在向他所在的圈子挺进。

但他没想到，自己像一根燃烧的蜡烛，照
亮了求索者的路。

月份牌是由中国特有的民间传统美术形
式年画演变而成。因其观赏与实用俱佳，颇受
民间的欢迎，渐渐风靡于大江南北，流行于全
国各地，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年画分
支。这种附有年历表、岁时节气的新式年画，
突出了月份的作用，以后称它为“月份牌”。

关于“月份牌”一词，年画史研究专家王树
村考证说：它最早出现于1896年，上海四马路
上有家鸿福来吕宋大票行，随彩票奉送了一种

“沪景开彩图，中西月份牌”画片，此图出现之
后，“月份牌”这个名词就沿用了。也有研究称
1876年1月，上海棋盘街海利号就已经在销售
华英月份牌了，1884年《字林沪报》上也刊登了

“出售华英合璧月份牌”的广告，这幅年画中的
月份牌为早期月份牌，开创性地引入了“月份
牌”一词，但其形制与画面和其后以摩登女性
为主的月份牌有所不同，更接近于传统历画，
可看作历画向月份牌过渡的产品。

这是一本写给每个相信爱情的姑娘的
书，这是一本写尽每个姑娘不同阶段感情心
事的书；这是一本写给沉溺在过去裹足不前
的人的书，这是一本最适合送给自己也送给
闺蜜的书。

本书是以男人的口吻道出关于爱情的最
诚实告白，击碎女人的幻想与美梦，赤裸裸地
揭穿爱情世界的现实与残酷，再从女人的角
度，用贴心温暖的文字慢慢抚平伤痕，拯救对
爱灰心又绝望的心灵，帮助因爱而伤的人们
重拾爱的信念。

《想念，却不想见的人》是肆一的处女作，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中 41篇极具治
愈性的文字，写给每一个沉溺在过去里裹足
不前的人，把每一个为爱伤神的人带出情伤
的泥沼，在寒冷的雾霾天中给予最温暖的陪
伴。作者肆一要通过文字告诉每一个人“没
有人可以阻止你对自己好，因为你是你的”，

“在爱里，每个人都可以更勇敢，更坚定”，借
此帮助每一颗受伤的心在崩塌的世界里重建
爱情信仰，勇敢寻找下一站幸福。

时隔一年之后，刘华清在部署海
军装备建设任务时，再次要求重视发
展海军航空兵。在就歼击机、轰炸机、
舰载直升机、空中加油机和巡逻预警
机等海军特种飞机提出研制规划和
具体要求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谈起
了航空母舰：

“海军想搞航母的时间也不短
了。由于国家经济能力不行，看来 90
年代以前已没有这个可能了。但是，
航空母舰还是要造的。当前应研究如
何把岸基飞机发展到海上去，更好地
发挥它的作战威力。”

这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以
来，首次就建造航空母舰公开在正式
场合表明决心和态度。自此而始，围
绕中国海军要不要发展航母、装备什
么样的航母、何时建造航母，在官方
和民间掀起了一场跨越世纪的旷日
持久的热议激辩与论争交锋。其影响
所及，不仅引起亚洲各国的高度关
注，而且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欧洲诸
强在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都难
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

纵观世界航母发展史，这是一个
特例，堪称“奇闻”！

航母，是一个绵延了近百年的中国梦。

可以说，航母的历史有多久，中
华民族的航母梦就有多长。航母，不
仅跨越时空，跨越世纪，而且也早已
跨越海空，跨越军事，成为中华民族
复兴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象
征与图腾。

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最早想圆
中国航母梦的代表性人物，是一代海
军宿将陈绍宽。

陈绍宽，谱名必谨，字厚甫，1889
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胪雷乡胪雷村。
从 1905 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驾
驶，到1946年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挂冠
归隐，陈绍宽日思暮想、孜孜以求的
似乎只有一件事：建立中华民族强大
的现代海军。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陈绍宽是执
掌海军关防大印时间最长的一任部
长和总司令。从39岁出任海军署中将
署长，到56岁从一级海军上将总司令
任上解甲还乡，历时17年。

1928 年 12 月，陈绍宽被任命为
海军署署长兼第二舰队司令。甫一上
任，他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包括一艘
航空母舰、四艘驱逐舰、三艘巡洋舰、
二艘潜艇在内的两年造舰报告。而他
的“长远规划”，是在15年内实现60万

吨的造舰目标。
这是一个跻身世界一流海军的

宏伟设想。陈绍宽要用他的航母舰队
复兴中国久已失去的海权与主权！

然而，陈绍宽却未能实现他的中
国航母梦。上任仅仅一个月，1929年1
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
上，陈绍宽的“最低限度”“且为海军
建设上必不可缓”的航母建造案便遭
无情否决。

“奔走呼号，力竭声嘶，莫动群公
之听。”“请缨无路，愧比昔贤；报国有
心，敢期异日。”愤懑异常的陈绍宽公
开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冯玉祥，请
辞第二舰队司令兼海军署署长。

刚刚成为名义上全国统帅的蒋介
石为稳定海军军心，不得不亲自出面安
抚陈绍宽，并信誓旦旦作出建造航空母
舰的许诺。痴迷执着的陈绍宽为蒋介石
的攻心之术所打动，不仅收回辞呈，而
且担任了新成立的海军部部长。

蒋介石所给予陈绍宽的航母承
诺只是一张画饼。执掌海军帅印17年
间，为了多造几条军舰，陈绍宽不知
跑过多少路，拜过多少门，求过多少
人。一部《陈绍宽文集》，收录他为海
军讨钱催款亲自写给蒋介石、汪精卫

和宋子文的信函条陈，仅 1929 年至
1934年的五年间就达40件之多，占同
期文稿的一半。

活脱脱一个“乞丐司令”的悲状
惨境跃然纸上！

陈绍宽苦挣苦撑，10年间终于造

出了 16 艘新舰艇，其总排水量不足
9000吨。加上民国初期10年间自造和
从英德日三国购买的舰艇，舰艇总数
仅 45艘，总吨位不足三万吨，尚不及
清末海军实力。

斯时，日本海军已发展为拥有
100 万吨总量的强大舰队，为中国海
军的30倍，其海军兵力则是中国的20
倍。与 40年前的甲午海战时期相比，
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失去了比较的价值。

抗战爆发，民国海军舰队全部自
沉和被日军炸沉于长江，写下了八年
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然而，陈绍宽仍然沉溺于航母梦
幻之中。1945年8月，陈绍宽会同军令
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陈诚和铨叙厅厅
长钱卓伦，编制完成了抗战胜利后的

《海军分防计划》。该计划将中国沿海划
分为四个海军区，另在长江、珠江、松花
江和黑龙江设置三个江防舰队。

按照分防计划，每个海军区配置
一支海防舰队，每支舰队编配航空母
舰3艘，战斗舰4艘，重巡洋舰4艘，轻
巡洋舰 16艘，驱逐舰 24艘，潜水舰 24
艘，驱潜舰12艘，鱼雷快艇40艘。三个
江防舰队配置75艘大中小型炮舰。另

外，练习舰队、测量舰队和辅助船队
所需舰船数量则视情核定。

但是，抗战胜利，蒋介石却舞起
了内战的魔剑。

陈绍宽的航母舰队梦想彻底破
灭。当委员长大人火急火燎一日三次
电令陈绍宽率舰开进渤海湾阻断共
产党军队抢占东北的海上通道时，他
冷冷地回复了四个字：“无舰可派！”

“娘希匹！”蒋介石破口大骂。
“拜拜喽！”陈绍宽孤身只影，“统

率”他的 60万吨“纸上航母舰队”，默
默地回到了儿时的胪雷村。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母
梦的代表性人物，非一代航母赤子陈
绍宽莫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中国航母梦的标志性
人物，就是刘华清！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刘华
清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时就着意留心
世界各海军强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和
应用，思考过航母研制问题，并于
1970 年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并组织领导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航母研制专
题论证。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史。

“707工程”
1970年——一个史称“浩劫”的

动乱年代。
这一年春天，海军党委意外接到

中央最高决策层关于研制航空母舰
的指令。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
国防科研任务，在当时讲更是“非常
光荣的政治任务”。而这项“非常光荣
的政治任务”，恰巧又幸运地落到了
刘华清的头上。

斯时，刘华清被无端从国防科委
副主任职位上，打发回海军做了一个
小小“船办”——“海军造船工业、科研
领导小组（1970年5月起更名为‘海军
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中央首长关于建造航空母舰的
指示下达后，海军党委责成造船工业
领导小组尽快拿出论证方案上报中
央。1970年 5月 5日，海军造船工业
领导小组召开办公会议，学习贯彻由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治委
员李作鹏传达的中央首长关于建造
航空母舰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由刘
华清负责主持起草航空母舰
建造工程方案，经海军党委
讨论后上报中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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