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 贞 业

邹贞业是我们党组织中有名的秀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几十年，命运却有点象孔乙己……

邹贞业，曾用名邹志云，为人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又是个大学生。同志们都尊称他

为秀才，邹贞业的名字反而不大响亮。

邹贞业，合浦县白沙乡陂头下村人。1912 年农历 10 月 2 日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今年

已是七十二岁了。

1928、29 年在公馆小学读书，1930 至 33 年考入公馆五中，1934 年到广州读书，考入勷

勤学院高中部，毕业后考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读了两年，因抗日救亡形势紧张，抛弃

学业从事革命工作。

他参加革命是从 1936 年开始的。“12·9”运动和广州学生抗日大示威，惊醒了我们这位

“秀才”，决心投身革命。1936 年 5 月，经过陈铭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中青，成为一个活跃分子。

1938 年舂，张进煊到大学找他，经过启发教育，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合浦发

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1938 年夏，他从大学回来，参加合浦党组织活动。他担任了公馆区委书记，也是最早几

位区委书记之一。他领导的公馆白沙党组织，力量很大，培养出一批优秀干部，如张九匡、张

书坚、陈铭金等烈士。他当区委书记期间，一身唐装，一把雨伞，十足风水先生打扮。张书坚

那一套，跟他差不多。

公馆区委，是县委到南路特委的交通站。负责干部的来往，重要文件信件的转递，都是区

委的事。那时，区委负责同志经常负起政治交通员和护送队的任务，最出色就是张书竖，一个

人，一匹马，从公馆到小江，从小江到白石水，又从白石水到廉北，从廉北回公馆。在邹贞业

的任内，我们的交通线从未出过问题。他小心、谨慎、警惕、负责。就是到了今天，他脑子里

还是一本活字典，这段时间来往人员，他记得一清二楚。

1940 年冬，邹贞业被调离合浦，先后在梅录地下党任宣传委员，在海康中学、信宜农校、

吴阳中学、吴川简师担任教师，从事地下党的活动；1945 年春，在吴川参加武装起义，担任

陈川铁大队的指导员，后任政治委员，干了差不多一年。从 1946 年到 48 年，他调到化州，担

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1948 年秋，邹贞业被调回合浦工作，任合灵边工委书记，直到解放。

解放后，他参加合浦县委，任常委兼税务局长。1951 年底调到南宁，先后任省统战部科

长、省工商联秘书长、省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广西侨委办公室主任，大都是负责行政事务工

作，十分繁琐，可是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未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

在十年动乱中，象邹贞业这样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党员干部，却被封为“走资派”，实际上



还把他列为“特嫌”，因为他和张进煊、何世权、谢王岗一起工作过。同时，还送给他一个极

其漂亮的名字：“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他确实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但他这个消防

队是消防不了的，差一点就被烧死了。

1969 年他作为被改造者到柳州鹧鸪江五七干部学校劳动。一干三年，最后强迫他退休，

发百分之八十五工资，直至四人帮垮台后，才“收容”回广西区政协工作，负责文史办公室主

任；但“文革”中对他的迫害，扣发的工资，至今末见落实，年过七十岁，工资达十三级，仍

然居住在危楼中。他一再申请离休，尚无下文，对一个 1936 年参加革命的干部，何其刻薄也。

邹贞业一生，对党忠诚老实，对工作认真负责，缺点是不懂“行情”，不会拍马吹牛；对

不正常的现象，敢于批评，因而也得罪了某些人。这不能说是“过”，应该是“功”。我们坚信，

党的政策一定会得到落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