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今日 !"#$ 版"#某证券报昨天头版这

样的标注让不少人怀疑是不是看花了眼$ 虽

说中国的报业#曾有过集体加厚时代#一天出

上百个版并不鲜见#但那早已是过去时$当下

纸质报业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瘦

身"已成为了趋势$

逆势之下# 这家证券报能够出 !"#$版

自然成为了关注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

月# 另外一家证券报曾单日出刊 &"$个版$

在这些版面中# 几乎 &"'以上的内容都是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以下简称!信披"&$

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高峰时# 单日几百

版往往是一些证券报的!家常便饭"$ 曾经有

人计算过#读者在购买到这些报纸之后#送到

废纸回收站#不仅不赔钱#反而还能赚钱$ 而

对于报社来说#虽然印刷费用大幅增加#但是

由于信披不是免费的!午餐"#相关上市公司

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因而报社也不会吃亏$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每年在这个方面的开销

肯定会计入!三费"%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

售费用&中#最终还是由股民来!埋单"$

!报"厚三尺#非一日之功$这些报纸能够

在行业处于衰落时!逆袭"#很重要的一点还

是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有着佷大

关系$

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 在沪深

股市开始的头几年#只有两家指定信披媒体(

深交所的)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的)上海证券

报*$ 后来#随着这些媒体的主管部门发生改

变#加上证监会陆续增加了几家指定媒体#形

成了现在的信息披露格局$

)证券法*第七十条规定(!依法必须披露

的信息# 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

定的媒体发布#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

券交易所#供公众查阅$"#""(年 !月证监会

颁行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条

也规定( 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依

法披露信息# 应当将公告文稿和相关备查文

件报送证券交易所登记#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媒体发布$

证监会指定信披媒体制度应该说是沪深

股市的创新# 在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证券市

场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指定媒体

很容易造成行业垄断# 特别是会加重上市公

司的负担#并进而转嫁到股民身上$从海外成

熟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 信息披露的要求一

样十分严格#但在渠道的选择上#远远走在了

我们的前面$

#"!)年 $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

示#上市企业可以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

发布关键信息# 前提是要事先告知投资者他

们将使用哪家媒体# 这样更有助于上市企业

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对外披露信息$事实上#从

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开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规定上市公司应该通过一个公认的信息渠

道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披露媒体由公司自己

决定$

如今# 网络等新媒体正在影响着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通过互联网更可以具有快速'高效'可检索的

优点#上市公司'投资者及社会公众之间的沟

通会更没有障碍# 对于原有传统的信息披露

制度进行修改是大势所趋$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 #"!%年证

监会的工作重点#其中也包括信息披露$几百

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既不!绿色"#更不

!市场"$作为主管部门来说#或许应该考虑从

指定媒体到设定媒体准入门槛# 让更多投资

者熟悉的媒体参与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中#积极探索和加强新媒体与监管机构'市场

主体之间的互动# 把发挥新媒体的作用与保

护投资者有效结合# 大幅降低信息披露的相

关费用#让股民少!埋单"#甚至不!埋单"#让

信息披露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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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故居(浦东川沙走出我党早期领导人

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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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闻天故居展现着浦东大地深厚的人文底

蕴和历史积淀!在丰富的文件和遗物中!我们尤

其动容于他的"不忘初心#$无论是在战争岁月的

艰难征途中!还是在风风雨雨的坎坷里!他矢志

不渝于党的理想和人民的命运!感染着后人的是

他的崇高政治品格与追求真理的热情%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像张闻天故居

这样的浦东原生文化和红色史迹!正孕育着年轻

一代从历史走向明天的自信和力量%

唐国良（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

! ! ! ! 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 !"#$

号，原川沙县施湾乡邓三村张家
宅，%#&&年 $月 "&日，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张闻天在
此诞生。

%##&年，为纪念张闻天 #&诞
辰，家乡人修复了他的故居，将卧
室、书房、客厅、厨房恢复原状，不
少家具还是当年旧物，并开辟“张
闻天革命史迹陈列室”。陈列的
"&!幅图片和 %'(件实物，让人缅
怀张闻天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接
受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结识茅盾 积极入党
“张闻天同志诞生在这东海之

滨张家宅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并
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他
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富于想象力
与独立思考能力。”张闻天故居的
讲解员陪同记者参观并介绍说，农
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之爱，勤劳
节俭的生活起居，使他自小养成
一种勤勉朴实的习惯；江南水乡
清新秀丽而又繁复多变的自然景
观，又陶冶了他温和自由、细致绵
密的情致。
据相关史料，张闻天 '岁时就

进了私塾，熟读《百家姓》《千字
文》《诗经》。%#%(年，张闻天进南
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就读。%#%)

年，张闻天考入位于吴淞口的江

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年后又被南
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录取。在河
海学校里，张闻天和浙江桐乡乌
镇人沈泽民结为了至交。沈泽民
是沈雁冰（即茅盾）的弟弟，后来
成了张闻天的入党介绍人。在与
茅盾的交往中，张闻天受其影响，
开始文学创作。

%#%#年，五四运动爆发，%#岁
的张闻天成为南京学生运动中的
主要人物。%#(%年 * 月 % 日至 !

日，张闻天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
学会年会南京大会。%#()年 '月
初，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张闻天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
命家的生涯。

为国离家 踏上征程
故居讲解员还介绍，%#%$ 年

的寒假，张闻天回到了浦东祝桥，
父母为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便是
邻村行前桥的卫月莲。向往自由恋

爱的张闻天虽然不能接受这桩包
办婚姻，但在父母的威严和“不娶
便不孝”的传统观念压力下，他有
了第一次婚姻。“上世纪二十年代
中期，青年张闻天怀着为国为民的
崇高志向，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家
乡，踏上了革命征程，谱写了忠于
党、忠于人民的光辉篇章。如今的
张闻天故居已是上海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讲解员说。

洋泾中学学生党校负责人陆
晨虹说，洋泾中学还与张家有一段
“渊源”呢。“八一三”战火摧毁了洋
泾中学校舍，在校任教的连柏生带
领顾正钧、林有用等学生回到家
乡，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
队，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转战浙东四明山区，创建了浙东革
命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纵队。

张闻天的堂妹张兰芳是连柏
生的第一位夫人。他们的儿子连红
%#!"年出生在浙东。因为母亲身

体不好，子女随军多有不便，所以，
未满周岁的连红随母亲张兰芳回
到家乡，因为连柏生在南汇影响
大，回娘家居住目标大、不安全，所
以就悄悄借住进了张闻天家的宅
院里，直到抗战胜利。
如今，洋泾中学学生党校每年

寒假都会参观张闻天故居，每年暑
假都会寻访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
地，寻找前辈师生的足印，回眸先
烈奋斗的历史。

革命生涯 难忘故土
张闻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

农村特色的一正两厢房砖木结构
普通民宅，坐北向南，前有菜园、绿
树，后有翠竹、河沟，周围有竹篱笆
等，一派田园风光。故居被国务院
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至 %#("年，张闻天先
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
工作。%#()年冬，他被派往莫斯科

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
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
东方部报道员。张闻天后来成为我
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故居讲解员介绍了一则轶闻。

%#((年 )月，在赴美前夕，张闻天
回到家里，父母张罗了几桌酒菜，
邀乡邻好友为他践行。就在离家
前，张闻天在老宅的后院里种下了
一棵芭蕉树，村里的老人叫他带上
一抔家乡的泥土远行。
直到临终时，他把个人仅有的

一些积蓄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给子
女留下分文。

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对记
者说：“参观张闻天故居，可以让我
们全面地了解他伟大的一生。他坚
持真理，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
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特别
可贵的是，他始终能够严于律己，
从不以权谋私。我为有这样一位外
公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