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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一
般包括字号、行(事)业或业务领域
和组织形式三部分，名称应当与
其业务范围相一致，准确反映其
特征；

(2)名称中所标明的组织形式
必须明确，一般称学校、学院、
园、医院、中心、院、所、馆、
站、社、公寓、俱乐部等，组织
形式不得冠以“总”字；

(3)在民政部登记的民办非企
业单位，其名称不得冠以“中
国”、“全国”、“中华”等字
样；在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其名称应当冠以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
州)、县(县级市、市辖区)的行政区
划名称；冠以市辖区名称的，应
当同时冠以市的名称；

(4)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不得
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违
背社会道德风尚，或带有封建迷
信色彩；不得含可能对公众造成
欺骗或者误解的文字或内容；不
得使用政党名称、党政军机关名
称、人民团体名称、社会团体名
称、事业单位名称、企业名称及
宗教界的寺、观、教堂(佛、道教
的寺、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名称；不
得使用已被撤销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名称；不得使用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名称。

民办非企业单位

名字不能冠“中国”

民办非企业单位

主要包括十行业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民办非企
业单位主要包括以下行(事)业：

(1)教育事业，如民办幼儿园，
民办小学、中学、学院、大学，民
办专修(进修)学院或学校，民办培
训(补习)学校或中心等；(2)卫生事
业，如民办门诊部(所)、医院，民
办康复、保健、卫生、疗养院(所)

等；(3)文化事业，如民办艺术表演
团体、文化馆(活动中心)、图书馆
(室 )、博物馆 (院 )、美术馆、画
院、名人纪念馆、收藏馆、艺术研
究院(所)等；(4)科技事业，如民办
科学研究院(所、中心)，民办科技
传播或普及中心、科技服务中心、
技术评估所 (中心 )等； ( 5 )体育事
业，如民办体育俱乐部，民办体育
场、馆、院、社、学校等；(6)劳动
事业，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或中
心，民办职业介绍所等；(7)民政事
业，如民办福利院、敬老院、托老
所、老年公寓，民办婚姻介绍所，
民办社区服务中心(站)等；(8)社会
中介服务业，如民办评估咨询服务
中心(所)，民办信息咨询调查中心
(所)，民办人才交流中心等；(9)法
律服务业；(10)其他。

益 知

“我所保存的这些航海图是父亲贺仁庵当年留存下来，弥足珍贵，我觉着应该将此份历史资料给家乡
保存。”10月21日，现居台北市的贺郁芬女士向山东省档案局捐赠两张日军绘制地图、一张修船图以及交通
部颁发的奖章执照的仿真件，在日军侵华初期，为阻日军进犯，“船王”贺仁庵曾毅然在青岛凿沉自家商船，
堵塞航道。

凿七艘商轮堵塞航道
日军登陆青岛迟了5个月。

1937年8月日军集结在青岛外海，封锁
了青岛外海所有的航道，如果日军进入胶
州湾并登陆，青岛即成孤岛，当局电令青岛
市长沈洪烈，下令青岛市之所有国际航商
将船只沉塞河道。

然而接到命令时，青岛其他航商均观
望不前，唯独贺仁庵立即请军政当局派员
指挥，将七艘轮船凿沉放水，堵塞航道，而
停泊在其他地区的船因战事无法联系，只
有停泊在石臼所的永春轮在农历八月大潮
时冲上石臼所。至此“长记轮船行”的业务
完全停顿。

正是因为贺仁庵之前所沉的7艘轮船
将此处所有的航道完全堵塞，日军直至次
年1月14日，方由青岛前海栈桥边派兵登
陆，而因该处水浅，军舰只能泊于1公里之
外，以小舢板靠岸。

为此，前青岛市长沈鸿烈特意写下证
明书：“查青岛长记轮船行原有迎春、得春、
承春、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轮船七艘航
行沿海各口岸装运客货。七七事变后该行
遵照青岛市政府通令停航并放水沉没以封
锁各港口而免资敌。”当时的交通部也专门
为此向贺仁庵颁发了奖章。

“一门五英”演绎家族抗战

““我我家家修修了了个个军军营营””
讲述人 刘春荣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整理

“一门五英真光荣，三个女婿海陆
空，光荣光荣真光荣。”11月3日，济南市
民刘春荣回忆着当时村里人给外祖父朱
曰岗拜年时唱的歌曲。

莱芜县上游镇的朱曰岗育有四儿两
女，二子朱玉珊、三子朱玉甲以及女儿朱
秀芳、孙女朱敏、朱平香均参加了抗战。
朱家老院门上挂着刻着“一门五英”的牌
匾，也成为当地一段佳话。

1938年，朱曰岗花了60块大洋买了
两把枪，送二子朱玉珊和他的把兄弟王
爱荣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朱曰岗思想进
步，八路军将朱家作为一个落脚点。经常
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路过，在朱家住宿、
吃饭，他没有收过一分钱。

木匠出身的朱曰岗懂经营。东西两处

院落，共二十多间房子，加上草棚、猪圈能
装一千多人。抗战部队曾多次驻扎朱家。朱
曰岗曾幽默地说“我家修了个军营”。

“当时有个二大队，是共产党的地方
武装。队长叫魏春舫，与父亲关系密切。
二大队粮食不够吃，他就找我父亲帮忙
捐助军粮。父亲毫不犹豫地将家里刚刚
收获的十石麦子4000多斤捐给了二大
队。”朱玉甲在《回忆录》里写道。

刘春荣回忆外祖母朱房氏，形容她
是莱芜当地的“阿庆嫂”。

“有一次，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带兵
把村子包围，当时共产党正在村子的小
学开会。外祖母发现后，担上自家扁担冒
险去学校报信。”刘春荣说，“中途被秦启
荣部队拦下，佯装成养蚕农民才险些过
关。最后共产党员们都成功撤离。”

西峪河南村东西两半分为两派。东
头，是以地主朱先朋为首的国民党派，西

头，便是以朱家为首的八路军派。1939年
4月，朱先朋向秦启荣告发朱家是八路军
的据点。随后，秦启荣立刻派人到家抓
捕。朱家十六口人逃到了八路军驻地雪
野庄。为了不给八路军添负担，朱家卖了
二亩地，在雪野庄自费食宿48天。国民党
军队虽然没有抓到朱家人，但对朱家进
行了洗劫。还用刺刀在大门上刻了碗口
大的字“八路窝”。

1939年8月9日，秦启荣部突然袭击
驻雪野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后
方机关，制造了史称“雪野事件”的流血
事件。八路军与一些民兵用迫击炮、重机
枪向国民党兵发起进攻，最终将他们赶
出莱芜县境。

“雪野事件”后，朱曰岗加入共产党，
还被选为下游乡乡长。朱玉甲被分配作
乡共青团儿童干事，入了党。1944年，朱
秀芳也参加了抗日战争。

说起贺仁庵的起家经历，贺郁芬回
忆：“1925年，父亲独资成立‘长记行’。当
时正值鲁南大旱，粮食严重缺乏，第二年
父亲便前往大连寻找商机，见当地高粱丰
收滞销，于是和当时的日照县府商议，并
经县府公告后，包租一艘商轮，将大连的
高粱运回日照卖出。回程时则载运闯关东
的旅客。”

如此经过半年营运后，贺仁庵便将
“长记行”改为“长记轮船行”。1926年华北
沿海航运为日商所包揽，航权沦丧，贺仁
庵购船与之对抗，经多年奋斗后获得胜
利，基本将日商挤出了华北沿海航运。

上世纪30年代初，贺仁庵在华北各口
岸大都设代理行或代办人，在青岛馆陶路
设“长记分行”，业务重心渐向青岛转移。

经过十年的积累，长记轮船行经营至
1937年时已经拥有大小轮船20余艘，其中
较大的7艘，迎春轮、得春轮、承春轮、长春
轮、同春轮、江春轮、华顺轮7艘共约四千
多吨，为华北私人船运业第一家。其余部
分船只停泊在上海、天津、石臼所以及内
陆河川等地。

船船王王沉沉七七船船阻阻挡挡日日军军

从日商手中夺航权
多年奋斗，将日商挤出了华北沿海航运。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谢洋

口述档案

民族记忆·纸上硝烟

当年日军绘制的青岛港图（局部），其中一些圆点是堵塞航道的沉船位置。

“我所保存的这些航海图、得奖证
明、沉船证明等都是贺仁庵在经营华北
华南客货轮船运输时所留存下来的。”贺
郁芬介绍，此次捐献的资料也都是记录
国人抗战的一些见证。

贺郁芬此次捐赠的青岛港图显示
“昭和九年”（1934年）日方绘制，也正是
这幅图标记了日军进犯时贺仁庵沉船
的位置。青岛港图周围标记的“圆点”便
是贺仁庵沉船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沉船
让侵华日军一度无法登陆青岛。

贺仁庵在1925年创办长记行，后改
为长记轮船行，专营客货运送事业，总

公司设于青岛市馆陶路15号。此次贺郁
芬捐赠的另一幅“昭和十一年上海至山
东高角海图”是贺仁庵先生在抗日战争
爆发前计划在苏北射阳河设立航行标
识所用。

按照当时计划，贺仁庵要兴建三座
码头及仓库，并在海上打造十艘装配柴
油引擎的平底船，将其命名为长宁一号
至十号，准备开辟该河新航线，将苏北
阜宁等四县的物产经由航道输出，只可
惜海图完成后适逢七七事变，由于日军
侵华，贺仁庵的一份海运雄心也都投入
到了对抗日的物资支持中。

两海图见证日军侵华
因七七事变，海运雄心转为支持抗日。

前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为贺仁庵沉船抗日写的证明书。

社会团体专项基金

要怎么管

社会团体专项基金是指社会团
体利用政府部门资助、国内外社会
团体及个人定向捐赠、社会团体自
有资金设立的，专门用于资助符合
社会团体宗旨、业务范围的某一项
事业的基金。全国性社会团体专项
基金总额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含
一百万元或等值外汇)，地方性社
会团体专项基金总额超过五十万元
人民币 (含五十万元或等值外汇 )

的，应当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社会
团体的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是社会团
体的一类特殊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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