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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广告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所以
又称“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
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采取了“兵
谏”。同月 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
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
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
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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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堡战役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
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11月 21日，在甘肃环
县山城堡发起进攻，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
部主力一个多旅。同时，追击溃敌第一师第
一旅，迫使敌主力向西撤退。山城堡战役是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
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巩固陕甘根
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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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宝塔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委托，我公
司将对下述房屋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延安市宝塔区委党校培训大楼三年经营权，

包括1号培训楼部分楼层，建筑面积约5740㎡，有接
待室、讨论室、办公室报告厅以及住宿房间81间；2号
培训楼二至四层，总建筑面积约2668㎡，全部为住宿
房间，共23套。经营范围仅限餐饮、住宿、培训、会议
接待。（详情请查阅《关于延安市宝塔区委党校培训
大楼有关情况的说明》和《承包经营合同》）

2.宝塔区南关街工商银行旁门面房1间（面积
约12㎡）三年租赁权。

3.宝塔区七里铺三中巷11间房屋（面积约324㎡）
整体三年租赁权。

4.宝塔区光华路原婚姻登记中心一层临街2间
商铺（分2个标的）三年租赁权（面积约28㎡/间）。

5.宝塔区东关街东关小学临街 4间商铺（分 4
个标的）2023年8月20日至2024年12月31日租赁
权（面积约18㎡/间）。

二、拍卖时间：2023年8月10日上午10时
三、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四、标的展示时间与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了解标的相关

情况，查阅资料，即日起在中拍平台注册报名，办
理竞买报名手续。

公司地址：延安市新区瑞金街民投金融小镇B
栋二楼

联系电话：0911-2119510 15829116666
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7月25日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为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
1940年 7月 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原
来接管的农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抽调
了一批地方干部，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
边区行政学院，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
院长，李六如任副院长，院址设在延安
市南门外张家岗村。

行政学院的培训宗旨是：培养政治
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区县级
行政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
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学院
设正规班（分县级干部班、乡级干部班
等）、专门训练班（如教育行政干部班）、
临时训练班（如征粮干部班）等。开设
的课程主要有政治课、理论政策课、专
业政策课、文化课等。学员入学条件
是：除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外，特别注重
工作经验。因此，学院招收的学员绝大
部分是来自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干部，
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工作。

1941年2月10日，边区政府举行第
48次政府委员会议，听取并讨论王凌波

关于行政学院的工作汇报。会议决定
进一步健全学院的组织机构，在院长下
设立院务处，由王凌波任处长；政治处，
陈建行任处长；教育处，成全任处长。

1941年 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
后，行政学院由西北局下设的教育委员
会领导。学院主要任务仍是为边区培
养行政工作干部。6月 24日，边区政府
主席林伯渠出席行政学院第一届毕业
生毕业典礼大会，向学生赠言：毕业到
工作中去，应掌握施政纲领这一武器，
依据它去完成一切工作任务；同时在工
作中仍要不断地学习，在文化上、政治
上提高自己，工作到老学到老。

1942年1月29日，西北局常务委员
会讨论该局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行
政学院的教育方针，经过讨论同意教委
提出的三项原则：（一）学习课目要与政
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要与社会现
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
并指出，学校教员应注意对学生实际工
作经验的整理，也应抽时间参加县区级

政府的工作，搜集研究工作中的实际材
料，承担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的顾问，
并逐步使行政学院成为行政工作的研
究机关。会议还决定，行政学院学习期
限，延长至一年半。

为贯彻西北局常委会的上述决定，
行政学院把专业设置同边区政府工作
需要结合起来，把教学内容与边区实际
及有关方针政策联系起来。除各系的
专业课外，全院公共课为：边区民主政
治、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
观、时事教育和文化课。教学过程中十
分重视实习，规定全院师生每年有 3个
月实习时间，实习一般分为边区课的实
习和技术课的实习两种，边区课的实习
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边区。因此，无论哪
种专业都需要开展这种实习。技术课
的实习，一种是参加边区实际工作部门
的工作，另一种是做群众工作。同时，
还聘请边区实际工作部门有专长的干
部担任教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除教学
外，分别参加边区政府各项实际工作，

从事各种实践经验的研究，并将研究成
果编写成教材，供教学使用。

1944年 7月，学院开始大规模地训
练干部。当时由于整风中审干，特别是
所谓“抢救运动”，把边区政府机关、各
分区、县政府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集中
在行政学院。到年底，学校总人数由原
来的 500多人增到 2000多人，除原有四
个系外，还设立了一个研究班。1944年
5月，西北局常委会决定，将行政学院并
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三大院之
一。至此，作为独立存在的行政学院即
告结束。

行政学院在成立后单独办学的四
年中，为边区的各部门培养和培训了
2000多名行政干部。他们在领导和管
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建设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同时，行
政学院作为边区政府培训在职干部的
基地之一，为推动边区县、区一级在职
干部的学习作出重要贡献。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的成立及活动
（1940年7月—1944年5月）

以渔为生、以船为家，避风塘里挤得
水泄不通的船只小艇，曾是香港仔渔港为
人津津乐道的风景。

现在，尽管水面上密集的艇户棚屋已
被大小豪华游艇取而代之，但香港仔渔港
依旧保留着上世纪“水上人家”的生活轨迹。

在变迁中坚守

香港仔海滨公园绿树成荫。在这里，
有一处外型酷似昔日住家艇的临时建筑。
当中摆放的精美龙舟模型、色彩鲜艳的渔
家帽、印有避风塘旧景的展板以及门口的
布招牌，提示这里就是渔民文化博物馆。

这座“迷你”博物馆规模虽不大，但墙
上一张张老照片中，一排排停泊在香港仔
渔港的渔船，一幕幕“水上人家”的生活面
貌，都留下了昔日渔村印记。

香港仔渔村起源于 14世纪，为昔日
香港四大渔村之首。上世纪 70年代全盛
期，渔民人口达五万之多。那时，舢舨船
不仅是渔民赖以为生的工具，更是一家老
小的栖身之所。

“直到 20世纪中期，依然有数以千计
的渔民家庭居于海上的‘住家艇’。但现
在，已大多是游艇及机动渔船。”渔民文化
博物馆策展人彭洁玲说。

她希望通过展览，将昔日香港渔业最
辉煌的时代和渔民在海上的社区文化保

留下来。“但愿曾经那种‘嘴里尝着香港仔
海鲜，眼里看着避风塘风景’的记忆不会
随时间消失。”

有着同样心愿的，还有土生土长的63
岁“香港仔”陈志豪。自小在渔船上长大
的他做过捕鱼、鱼获加工、出口等工作。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了解香港的渔民
文化了，他们甚至会专门去日本筑地逛海
鲜市场，但其实香港仔就有这样的地方。”
陈志豪颇感无奈。

为了不让香港渔业文化消逝，陈志豪
已经义务担任南区旅游文化节鱼市场导
赏员逾十年，为公众讲解鱼市场的变迁和
发展，游览香港仔渔港神秘的一面。

“如今，虽然避风塘的繁华热闹已然
不再，‘住家艇’捕鱼也逐渐式微，但有些
东西如果不好好保护，没有了就无法再
现。”陈志豪说。

“越来越小的船舱”和“越来越大的市场”

从爷爷那代人出海捕鱼，爸爸那代人
收鱼再出售，到陈志豪这代人接手爸爸的
生意，陈家爷孙三代人见证了渔业全盛
期、海鲜坊辉煌期、渔民“上岸”转业期的
时代变迁。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力捕鱼，到
21世纪的高科技智能渔业，陈志豪说：“捕
鱼方式的变化折射了科技对传统行业的

改变。”
回想儿时与父母出海捕鱼的经历，他

说：“那个年代，渔业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
的行业。一艘渔船上往往需要多人合力，
才能完成投网、收网、分类等一系列工
作。”

科技进步让渔业变得更加自动化。
无人驾驶渔船、机器人收网并将鱼获分
类、高度精确的鱼群预测系统等先进技
术，使捕鱼这项工作对人力需求越来越
少。

“小时候出海，母亲都是用耳朵听鱼
群的动静，来确定它们的位置。现在用仪
器探测，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知道鱼虾蟹群
的种类及精确方位，再用不同的方式自动
捕获，省心省力。”陈志豪说。

1990年左右因父亲退休，陈志豪顺理
成章接班，并转营海鲜贸易批发。

“香港和内地的海鲜进出口贸易日益
频繁，填补了香港渔业式微的现状。”他
说，香港在人工养殖技术方面缺乏竞争
力，渔工也很缺，内地在这方面给了很大支
持。

谈到国家推出的渔业惠港政策，陈志
豪说：“我们受益良多，内地人口多、市场
大，香港出口过去的鱼也能卖上价。”

他说：“每逢回归纪念日和国庆节，香
港渔民团体都会组织大型渔船悬挂国旗、

区旗在维港巡游，因为我们想把爱国爱港
的心意传递给更多人。”

“上岸”后，渔之乐与忧

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曾经的香港仔艇
户陆续“上岸”，告别水上生活。

生于上世纪 50年代的陈富明，祖祖
辈辈是香港仔渔民。他这一代渔民，迎来
了“上岸”定居的新生活。

“上岸”后的他仍从事着与“渔”相关
的工作：一方面以商会身份帮渔民解决在
岸上遇到的问题、协助业界争取权益，一
方面为推广龙舟文化尽心出力。

海的馈赠让渔民得以世代繁衍生息，
陈富明也对大海有着深深眷恋：“‘上岸’
后，我和家人还住在附近，希望我们目所
能及之处，还是曾经的船和那片海。”

陈富明时常怀念海上的生活。“虽然
辛苦，但当起网时，看见鱼虾蟹在船上跳
跃，只只都非常生猛。那一幕，是钱买不
来的欢愉。”他说。

渔业在香港发展过程中曾扮演举足
轻重的角色，但随着时代发展今已式微。
如何保存好水上人的生活面貌与文化，是
陈富明时常思考的问题。

“希望这份美好记忆可以一直被保存
和延续，把昔日的渔村岁月以不同的方式
传承下去。”他说。

香港仔的渔村记忆
新华社记者 郭辛

7月23日，人们在贵州剑河仰阿莎文化节上参加苗
族水鼓舞活动。

7月 22日至 25日，“中国·剑河 2023年‘六月六’仰
阿莎文化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举
行。文化节期间，当地开展民族文化展演、水鼓舞表演、
水龙狂欢、民歌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仰阿莎文
化节。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欢度仰阿莎文化节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