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两个决定
草案，拟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设立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
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立法保护。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人民为之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
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得到了世界
的公认。但是战后的日本一直存在
着否定历史，拒绝自省的势力。近

年来，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余孽不
但否认战争的性质，还试图修改历
史的真相，抹去那些令人发指的罪
行。当前中日双方政治关系持续冷
淡，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不仅对
侵华历史缺乏反省，还用“购买”钓鱼
岛的闹剧挑衅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此
时，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
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不仅是
必要的，也是及时的。这两个决定
草案获得通过后，既有助于我们避
免对历史遗忘，也能警告日本右翼
势力正视历史、尊重事实。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将近七十
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年事越来越

高，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硝烟
似乎已经散尽。今天，很多人对抗
日战争历史缺乏感性认识，也体会
不到前人的痛感。不少年轻人还因
为热爱动漫等原因对日本存在盲目
的崇拜，不能全面了解和客观认识这
个国家。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
很值得警惕的现象。自近代以来，中
国屡遭列强侵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才取得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
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保留
刻骨铭心的记忆，如果忘记过去，就
很难维护现在的和平，也不知如何避
免历史重演。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可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将
使日本政府看到，中国对历史问题

的原则立场是毫不动摇的。我们每
年的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将
让日本右翼势力切实感受到现在
的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团结一致，他
们的挑衅只会自取其辱。以国家公
祭的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和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
难同胞，并把它作为一个传统传承
下去，不仅能表达对先人的追思，
还将提醒子孙后代勿忘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经受了
惨痛的经历，但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以立法形式回望历史的真相，必然会
加深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此基
础上凝聚起更广泛的共识，落后难免
挨打，团结才有胜利。牢记历史的灾
难，我们才能获得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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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支持“办银行”的意
愿正渐渐“热”起来。这种情况，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也将促进金融业发
展。但是，地方支持办银行必须考
虑当前的金融形势。随着我国经
济增速从超高速逐渐回归，以及利
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业“躺
着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不再。行
业竞争压力、风险控制的难度都将
加大。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互联网
金融的冲击。余额宝、理财通等各
类创新产品不断出现，已经对银行
传统的盈利模式带来极大冲击，未
来必然还会进一步显现。可以断定
的是，金融发展的路径将会与过去
大不相同。

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管理、

参股、控股的城商行、农商行，还
是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组建的民资
银行，都得要有风险意识。在我国
将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
银行一旦经营不善出现流动性危
机或挤兑等不利局面，地方政府
又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

所以说，支持银行发展需“量
力而行”，切忌“一哄而起”。关键是
依托市场和各类资本自身条件与
实力，严格遵守现有的金融监管原
则。政府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但决不可越俎代庖甚至躲避规则。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魏永刚)

房地产相当的一部分，是留着
很多根本不需要的房子在那儿。只
要不反腐你会发现，越高级的还是
越好卖。

日前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接
受访谈时称，现在对市场最有效的
调控就是反腐，不光高级餐馆、奢
侈品受影响，房地产也受影响。

跟10年前、20年前不一样的
是，资本或者说是美元，正在成为
互联网的主宰者。

作者王超在《中国青年报》发
表文章称，当下互联网变得越来越
像传统行业，不但资源越来越向巨
头集中，而且比传统行业更甚。他
由此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
热情受挫，互联网繁荣失去动力。

互联网金融带来金融民生主
义、利率市场化的曙光，但不管什

么金融都应遵循金融规律，不可能
拔着头发离开中国金融土壤。

关于余额宝的争议不断发酵。
财经评论人叶檀撰文称，以余额宝
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鲶鱼”激活
了中国金融，使普通投资者能够摆
脱垄断获益。但当前金融产品设计
能力未能跟上规模膨胀的步伐，对
其进行风险监管非常必要。

挣得不比城里少多少，生活不
比城里差多少，乡亲们何必背井离
乡呢？

“空心”乡村如何填实？《人民
日报》刊文指出，这需要解决好两
块短板：一是得有“摇钱树”，二是
各项社会事业得完备。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以国家立法加深历史记忆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经受了惨痛的经历，但往事并非不堪回首，以立法形式回望历史的真

相，必然会加深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凝聚起更广泛的共识。

□郭文婧

近日，合肥市民黄鹤松和同
事石霁给李克强总理画了一幅漫
画像。“我希望总理能喜欢，能点
个赞。”黄鹤松说，作为合肥老乡，
一直都以李克强总理为荣，希望
他能回来看看合肥的变化。他还
把这幅漫画通过快递寄往了北
京。(2月25日人民网)

国家领导人是政治人物，更
是公众人物，他们有官方形象，也
有民间形象。不过长期以来，我们
国家领导人的民间形象，被公开
谈论得不多。现在这位合肥老乡
能够自由创作、自由传播国家领
导人的漫画像，体现出了平等、开
放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全
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官方没有
干预，体现了社会包容度，也有利
于为改革营造良好氛围。

就我个人来说，我确实愿意
给这幅漫画像点个赞，这幅漫画
写实、生动、传神，同时又“超Q”。
不过，既然是专门送给总理，而且
已经将漫画寄往北京，可在总理
还没收到之前，作者便着急地曝
光给媒体，并且公开求赞，给人的
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借机自我炒
作的嫌疑似乎有点浓厚。

目前，群众自发为国家领导
人画漫画，因为还不是传统，还不
是惯例，所以引起了轰动。但要抓
住一个实质，大家之所以热议，并
不只是因为漫画本身创作得好，
而更是赞赏允许自由表达的宽松
社会氛围。因此，对这种创作，一
方面社会要持开放包容的心态。
同时，创作本身也最好是“我手写
我心”，如果掺杂了功利性的目
的，带上了炒作色彩，那就没多大
意思了。

□张枫逸

从中央印发条例明确要求党
政机关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以来，
一些地方公车改革迟滞不前的情
况正在好转。然而，个别地方出现
了改革程序不够公开、拍卖流程
不够完善等“应付式改革”现象。
(2月25日《新京报》)

公车改革之所以成为顽疾，
根源就在于由既得利益者主导，
缺乏媒体和社会的监督。为了留
住“车轮上的福利”，一些地方和
部门在制度设计上，一切以对自
身有利为原则，想方设法预留下
权力自肥的程序后门。自己的刀
削不了自己的把儿，要想走出“应
付式车改”，必须以开门改革的姿
态，接受公众主动监督。

首先，公车拍卖必须阳光透
明。有关部门在拍卖前，必须全面
公开相关信息，通过充分竞争确
保拍卖效果。鉴于有关部门自导
自演拍卖难逃暗箱操作之嫌，有
必要引入市场中介机构，合理评
定标的价值，提供试乘试驾服务，
从而调动社会参与竞拍热情，最
大限度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其次，车补标准应由人大审
核。取消公车发放车补，无疑是一
大创新，但与时下公交车、出租车
价格相比，一些干部每月两三千
元的车补高得离谱，难免被质疑
为“创薪”。不受监督、自说自话的
改革，难让公众信服。制定多高的
车补才合适，不能由有关部门自
己说了算，必须由人大来监督审
核，科学测算，公开透明。

杜绝“应付式车改”需强力监督

葛公民论坛

“漫画求赞”有跟风炒作嫌疑

地方政府“银行情结”别太浓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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