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33月月191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要闻部要闻部主编主编
责责编编 陆德洁陆德洁 // 美编美编 温亮温亮 // 校对校对 黄小慧黄小慧 AA88

文/

图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危
健
峰

通
讯
员

郑
坤

陈
彩
苹

巍八乡山，红旗猎猎扬。
汽车沿着蜿蜒的道路向梅

州市丰顺县八乡山镇滩良村行
驶，红色标语和红军雕像随处可

见，滩良村口广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刻字辉映着鲜红的党旗，村口的桥上
一面面“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旗迎
风招展。

距离村口几百米处，一座灰瓦黄墙
的建筑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修缮一新的
“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陈列馆”。91 年
前，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里
召开，选举产生了东江苏维埃政府，并成
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由此形成的
东江革命根据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革命
高潮，筑起了中央苏区重要的西南屏
障。烽烟散尽，岁月安好。如今，这座陈
列馆向每一位到来的人娓娓讲述那段峥
嵘的革命故事。

巍

1930 年 5 月 1 日，东江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丰顺
县八乡山滩下庄屋坪（现为八
乡山滩良村）召开。东江地区
19 个县市和各红军团的 184
名代表，广州、琼崖、粤北等地
区 6个县（市）代表，以及当地
党组织、武装队伍等有关人员
共32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
历时10天，着重讨论和决定了
关于组织东江地方暴动问题，
讨论和通过了革命政纲和各
种法令，选举了东江苏维埃政
府执行委员会。大会正式宣
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
立，下辖东江地区原有红军四
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
九、五十团和一个教导队。

东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
志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正式
形成，这是当时全国十多个革

命根据地中创建较早、范围较
大、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
坚持斗争时间较长的一个，同
时建立了上海中共中央通往
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线。

红十一军则是广东省区域
内唯一一支列入中央红军序
列的军级建制部队。红十一
军统率东江红军 5 个团，红军
主力3000人，群众革命武装近
2 万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
装斗争，为保卫东江乃至广东
的革命成果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同时在烽火岁月中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为人民军队
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巩
固和发展了东江革命根据地，
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中央苏
区“围剿”的兵力，使东江革命
根据地成为中央苏区西南的
重要屏障。

往昔峥嵘

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
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一军

“现在的陈列馆由东江第一
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改建而
成，并根据东江革命斗争史进行
了全新布展，通过文字、图片、视
频、场景等全面展现历史全程，让
观众有沉浸式的体验。”八乡山镇
宣传委员陈彩苹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东
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建
成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学；其后先后
举行过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和红
十一军成立55周年、70周年和80
周年活动。2018年，在省、市、县及
当地政府努力下，旧址重新修缮，
并于2019年建成。2020年11月，
陈列馆完成布展正式揭牌开放，并
隆重举行90周年纪念活动。

陈列馆布展负责人告诉记
者，展陈共分为“东江烈火 风起
云涌”“炭寮星火 燃遍八乡”“燎

原烽火 燃遍东江”“红十一军 红
旗不倒”“光辉史绩 彪炳千秋”
五个部分；同时，为最大限度还
原当年成立大会时的情景，让观
众更直观地感受历史，展馆内一
面墙壁选用了仿真稻草、石刻等
材料，配合以场景模拟、灯光效
果及声音视频，达到沉浸式的视
听体验。

记者注意到，陈列馆内还有
一方电子阅读屏，这其实是一个

“线上电子馆”。只要在屏幕上滑
动就可以读取展厅的所有文字、
图片和音视频。“年轻人可能更喜
欢线上参观，所以设置了这个电
子馆。”布展负责人说。

与陈列馆一墙之隔的客家民
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
部旧址。经过修缮后，布展成“红
十一军军史馆”，将红十一军的简

史、军官简介、战斗历程、赫赫战绩
等一一展示。值得一提的是，该旧
址虽然布展成了军史馆，但未影响
村民居住，如今还有三户人家常住
在民居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守
护者。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当前，各地掀起党史学
习教育热潮，红色遗址、革命旧址
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载体之
一。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陈列馆、
红十一军军史馆也成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生动课堂。

“学习党史就是要让党员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陈列馆、
军史馆提供了学习教育最直接的
史实资料，目前我们正申报‘党史
学习教育实践基地’。”丰顺县史
志办主任卢胜文说。

丰顺县八乡山镇党委书记陈

志国告诉记者，除了陈列馆和军史
馆外，当地正规划在滩良村建设一
个红色廉政教育基地，将党史、军
史、廉政文化结合，打造党员干部
接受党史学习教育的平台。同时，
根据八乡山全域旅游规划，通过一
条红军路将这些红色旧址、景点串
珠成链，形成红色旅游产业，带动
革命老区人民增收致富。

滩良村党支部书记曾志远说，
陈列馆、军史馆的修缮是滩良村激
活红色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
抓手，近年来，滩良村以“红色村”
党建示范工程为载体，以加强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为着力点，在广州市
花都区财政局的帮扶下，建设了

“一河两岸”民生工程，实施了一系
列种养项目和光伏发电项目，不断
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老区人民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蹲点见闻 打造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尽管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陈
列馆和红十一军军史馆都是2020
年才修缮开放，但记者了解到，90
余年来，当地一直有村民和村干
部在传承革命优良传统、“守护”
着东江革命精神。东江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的见证者、童
子团团员、原闽粤赣边纵队二支
五团战士、百岁老人曾略，军史馆
住户曾令灼就是典型的例子。

羊城晚报：东江第一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召开是怎样的情形？

曾略：我当时是童子团团员，
负责在路口站岗放哨。大会开幕
那天，当地的革命群众兴高采烈，
打锣鼓、放鞭炮、杀猪宰牛，会场
大门口悬挂着“庆祝东江第一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红
布横额。

羊城晚报：陈列馆的修建，您
认为有怎样的意义？

曾略：大会旧址经过几次修
缮，终于建成了今天的陈列馆，对
革命先辈和牺牲烈士是一种纪
念，对后人是一种教育。去年，我
在现场参加了陈列馆的揭牌仪
式，非常感动，革命火种和红色基
因一代代在相传。

羊城晚报：您的家修缮成军
史馆后，居住在里面有什么感受？

曾令灼：小的时候，我就听父
辈讲过很多发生在这个屋子的故
事，听得热血沸腾。军队曾在这
里开会、训练，很多战役的指令就
是从这里发出的。当年敌人攻打
时，有些房间被损毁，后来也进行
了重建。现在，这里经过修缮成
了军史馆，很多人来参观学习，我
住在这里也觉得非常高兴、自豪。

羊城晚报：您平时是怎样维
护军史馆的？

曾令灼：我是村里的保洁员，
平时的工作就是负责村里的环境
卫生。军史馆是我的家，我更加
注重这里的卫生。有时候，一天
有三四批人来参观，每一次我都
要收拾得干干净净。

对话“守护者”

东江薪火代代相传

9191年前，东江苏维埃政府在此诞生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同时成立，筑起中央苏区重要的西南屏障；如今，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陈列馆成

为党史学习教育基地，东江精神引领红色八乡山振兴发展

红十一军军史馆

去年，东江革命根据地史料陈列馆开放，并举行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 90 周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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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公交品牌线路49路开
始推出“爱心乘”及“爱心券”。忘记带
零钱乘客，将由运营方提供两元钱车
费，如果乘客日后有意补交车费，可以
将硬币再投回到“爱心乘”设备中。几
天下来，并没有乘客自取两元钱，而在

“投币口”里面的献爱心的箱盒内，已
发现有乘客捐赠的零钱 18 元。（3 月
18日新闻晨报）

学生上学出门匆忙忘记带交通卡，
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移动支付，外地游
客没有交通卡也没有准备零钱，智能手
机不在身边或者没电了……为了应对
困境，一些乘客只能忍痛将大额现金投
入投币机中。“爱心乘”有助于打破这种
困境，切实地便利了一些有需要的乘客。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爱心乘”的受益者和
建设者。受益于“爱心乘”的乘客是否
归还借用的两元钱车费，完全取决于个
体的道德自律和文明自觉，并没有通过
强制性约束力倒逼他们“有借有还”。

“爱心乘”本质上是一种“柔软的力
量”，乘客日后补交固然好，不补交也没
有关系；作为一种公益活动，“爱心乘”
的价值不因乘客“有借不还”而降低。

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体现在老
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爱心乘”
的使用者和捐赠者，既可能是同一个
人，也可能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
些乘客即使用不上“爱心乘”，也愿意
为“爱心乘”添砖加瓦。“爱心乘”提供
了一个参与公益的渠道，让民间善意
和温暖有了一个出口。

“彩礼贷”引发的讨论还未停
歇，“墓地贷”又进入公众的视
野。3 月 16 日，云南昆明一陵园
与银行联合推出“墓地按揭贷”，
最高能贷款 20 万元。该陵园市
场部负责人称，此行业特殊，不需
要抵押。3 月 18 日，该陵园营销
负责人称，16日只是清明节宣传
活动，未与银行签合作协议，将放
弃该合作项目。涉事银行同样表
示将放弃该合作项目。（3 月 18 日
每日经济新闻）

所谓的“墓地贷”，实际上就
是银行的消费贷业务，只不过此
贷款标的特殊——乃是素有“小
房产”之称的墓地。而在银行的
业务类别里，并无“墓地贷”一项，
实则是陵园与银行的业务合作，
为吸引客户眼球，方便客户理解，
才将消费贷冠名为“墓地贷”。

由于这个名称太过惹眼，一
经曝光，就引起公众围观热议，社
会舆论予以严厉批评，认为此举

涉嫌过度营销、助长炒墓之风。
不可否认，在各地墓地动辄

要价数万元、数十万元的情况下，
部分家庭拿不出这么多钱买墓
地，分期贷款可以缓解资金压力，
可见“墓地贷”确实有现实需求，
这也是陵园与银行合作推广“墓
地贷”业务的基础。“墓地贷”本质
上是消费贷业务，而消费贷主要
用于购买汽车、住房、家电、教育
等，银行将墓地也纳入消费贷范
围，并非不可为，但应先征求央行
的许可，研究是否合适，有无违背
法律和公序良俗。

由于各地墓地处于稀缺状
态，近年来炒墓地之风盛行，很多
人买墓地并非为了家人殡葬之
需，而是看中投资增值的空间，
如此一来造成墓地飞涨，加重了
民众殡葬负担，此乃国家所禁止
的。

“墓地贷”降低买墓地的门
槛，炒家只需支付首付即可，利润
空间极大，有可能助长炒墓地之
风，加剧民众焦虑情绪，这是“墓
地贷”不适宜的一个主要因素。

生不起、娶不起、病不起、死
不起……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
着大众，成为社会痛点，折射出民
生之难。公众之所以对“墓地贷”
心生不满，背后的主因就是墓地
太贵，殡葬负担过重，令很多家庭
不堪重负。而且，在国家大力倡
导绿色殡葬，厚养薄葬的大环境
下，“墓地贷”是在鼓励民众贷款
买几十万元的墓地，有助长厚葬
之风的嫌疑，与殡葬文明改革政
策背道而驰，亦是值得警惕的地
方。

2016年民政部发布《民政事
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为
保障广大群众“逝有所安”，规划
提出，要较大幅度提升公益性骨
灰安放（葬）设施覆盖率，逐步建
立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城
乡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体系。显
而易见，唯有加大殡葬改革力
度，全面推广公益性殡葬服务，
鼓励推广绿色殡葬，改变民众的
厚葬观念，方可真正降低殡葬费
用，减轻民生负担，消解民众的
焦虑情绪。

记者日前从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
纪检监察组获悉，针对人民
银行系统部分直属企业中，

“密薪制”被个别领导干部
异化为个人特权和内部控
制的工具等问题，驻人民银
行纪检监察组深入开展纠
治。目前，系统内发现的有
关案件均被查处，违纪违法
所得已全部退回。（3 月 18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查处情况印证了公众
关于“密薪制”弊端的担忧：
有的借“密薪制”谋取私利，
先给自己“亲信”多发奖金，
后又通过索要或通知其到
消费现场“买单”等方式将
多发的奖金“回收”；有的将
薪酬分配作为维系小圈子
的“筹码”，奖金只给“圈里
人”；有的把“密薪制”作为
对抗监督的“挡箭牌”，面对
各种巡视、检查时，动辄以

“密薪制”为由，拒绝提供薪
酬情况……显而易见，“密
薪制”在执行中被异化变味
了，其背后隐藏的是腐败。

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
企业薪酬管理制度，“密薪
制 ”的 优 点 和 缺 点 都 很 明
显 ，是 把 利 弊 并 存 的 双 刃
剑。一方面，“密薪制”尊重
员工隐私，保护高薪员工，可
避免盲目攀比现象；另一方
面，它容易滋生暗箱操作、侵
犯员工权益、制造新的不公
等问题。为扬长避短，“密薪
制”设计之初就确定了若干
原则共识，“薪酬体系公开、
程序民主集中、个人工资保
密”是基本的规则。

但对那些热衷钻制度
漏洞的人来说，“密薪制”就
像“牛栏关猫”，不堪一击。
这也是社会对“密薪制”的
最大担忧。查处情况显示，
在执行过程中，个别领导干
部选择性忽视“薪酬体系公

开、程序民主集中”等要求，
片面强调“工资保密”原则，
使制度异化成了少数人以
权谋私、拉帮结派、对抗监
督的一大“暗器”，严重破坏
了单位政治生态。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近年来，金融领域反腐广受
关注，纪检监察机关也始终
紧盯这一重点领域。据报
道，2020 年全国金融领域有
80 余人被查处 ，近 20 人是
中央一级金融单位的领导
干部，突出集中在银行业。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公报显示，今年将“深化金
融领域反腐败工作，持续惩
治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金
融反腐持续深化，对那些热
衷钻漏洞者来说，不啻当头
棒喝。

“密薪制”异化及其背
后的腐败等乱象，不是某类
企业和领域所独有的问题，
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普遍性。对此，纪检监察部
门不妨“举一反三”，在相关
重点企业、行业和领域，就

“密薪制”异化现象，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同时推动
建立公开透明的薪酬制度、
公平公正的考核制度、科学
有效的内控制度，形成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密薪
制”还可能异化为企业侵犯
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 的 工 具 。
之前媒体曾报道，当前不少
公司将“禁止私下交流工资
奖金”写入合同，甚至让员
工签订收入保密协议，违反
者将被开除。企业选择性
忽视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等
要求，而过度强调“保密”原
则，同样值得警惕。

总之，好的企业管理制
度，可以“拿来”，但要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更要守住
法纪底线。

3 月 17 日，银保监会、网信办、
教育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
五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
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
的通知》（简称《通知》），禁止小额
贷款公司、非持牌机构对大学生发
放贷款，不得对大学生精准营销，
严禁对大学生暴力催收。

贷款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发展对
象是大学生群体，显然就不太合
适。放贷终归是要回款，因而需要
评估借贷人的还款能力，部分贷款
还要求资产抵押。大学生通常没
有稳定的收入，属于还款能力较弱
的群体，很容易发生还不上贷款的
情况。

然而，部分放贷公司和机构为
了牟利，放松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
评估，有意降低借贷的门槛。如果
借款人还不上钱，借贷公司则会采
用各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催
收，由此出现了暴力催收、“裸贷”
等乱象。这几年，大学生因为深陷

“校园贷”陷阱而被逼上绝路的新
闻时有发生。

大学生们大多是第一次离开
父母，到新的环境独立生活，生活
经验会有所不足，明辨是非的能力
较弱，面对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
很容易迷失自我、走上歧途。不少
深陷“校园贷”的学生，首笔贷款往
往就是为了买个包包、买个新款的
手机。

正是看上了这一点，有些无良
贷款公司将本不该是目标群体的
大学生作为“围猎”的对象，针对大

学生们展开精准营销，用虚假、诱
导性宣传，诱导大学生超前消费、
过度借贷。打击这些借贷公司，禁
止对大学生精准营销，可谓是理所
应当。

由于“校园贷”害人不浅，大部
分学校目前都着力开展校园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对
于高校所负责任方面，《通知》中同
样有所明确，各高校在对大学生的
教育、引导、帮扶和管理过程中，需
要切实负担起学生管理的主体责
任。

然而，管住学生只是管住“放
贷-借贷”链条中的一端。扬汤止
沸还需釜底抽薪。本次《通知》要
求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
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直接在放贷的
源头，控制住资金的流动，可以说
是在“根”上遏制互联网消费贷款

流向校园。
但是，本《通知》并非“一刀切”

禁止大学生贷款。《通知》指出，银
行业金融机构需要审慎开展大学
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开发针对
性、差异化的互联网消费信贷。这
说明，这份通知的着力点，还是将
大学生贷款，引导到合理可控的轨
道上来。

当然，《通知》中还是有部分内
容值得进一步讨论。

例 如 ，如 何 界 定 和 识 别 大 学
生？精准识别大学生的身份看起
来不难，但在海量的数据面前，这
其实并非易事。

此外，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
生都算是大学生。禁止向本科生
放贷毋庸置疑，但是禁止向博士
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似乎值
得商榷。博士生通常有相对稳定

的学业津贴，也有一定的社会经
验和阅历，有的博士生还已经成
家，是否他们也应该被排除在网
贷之外呢？

用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互 联 网 和
金融的结合是互联网+时代发展
的必然产物，大可不必将此视为
是洪水猛兽。不可否认，互联网
平台借贷简化了贷款程序，方便
了人们的生活，这也是互联网贷
款能够存在的原因。任何事物的
发展都会经历从不正规到正规的
过程。互联网+金融的确在过去
的 野 蛮 生 长 中 ，暴 露 了 不 少 问
题，引发了不少争议。从去年底
开始，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着
手 整 治 互 联 网 金 融 领 域 的 乱
象 。 可 以 期 待 ，规 范 后 的 互 联
网 + 金 融 ，将 更 好 服 务 于 人 们 的
生活。

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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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墓地贷”背后“葬不起”的民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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