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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扩建建““八八宝宝山山””的的时时代代烙烙印印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死后能
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不仅是一
种荣耀，更多的还有政治象征。

北京市规划委此前宣布，八宝
山革命公墓将扩建9450平方米的骨
灰廊和630平方米的管理用房。这座
主管单位是处级、直接对口单位却
是中组部的公墓，是一座安葬党和
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以
及高级官员的规格建制最高的园
林式公墓。鳞次栉比却又大小不一
的墓碑和墓穴，也诉说着逝者生前
不一样的级别和曾经的荣耀。

八宝山革命公墓新闻发言人
董立波表示，公墓面临很大的压
力，每年大约有1000份申请要将骨
灰存入公墓，但空间是有限的。

骨灰堂外已经贴上了通告：
“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
临时安放室已经存满，无法继续
接收逝者骨灰存放，自2013年10月
1日起，请家属自行安排骨灰存放。
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预计

2014年6月完工，届时将按照逝者
在革命公墓办理审批的时间顺
序，电话通知申请家属办理选位。”

《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设计
方案公示》已在北京市规划委网
站公布，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将
新建长达620米的骨灰廊，增加
10020个骨灰龛位。

这次扩建计划，将略带神秘的
八宝山革命公墓带入公众视野。

1950年初，北京市政府报请政
务院批准，正式修建“北京市革命
公墓”。1970年，改名后的“八宝山
革命公墓”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任何人可以进出八宝
山，无需门票和出示证件。但进出
骨灰堂则有严格限制，一般除逝
者家属外不得入内。这相比过去
似乎算不上严格。

1950年，任弼时因病逝世后下
葬在东部坡顶上，成为八宝山革
命第一墓。以任弼时墓为基准平
行于两侧的墓分别属于原政治局
常委级的人物。任弼时墓建成后，
曾有专门的警卫把守，直到1955

年，守卫的部队才撤出公墓。
对于还没有一座国家公墓的

中国来说，八宝山革命公墓似乎
是最好选择，因为这里的逝者同
样拥有着荣耀。

八宝山革命公墓也根据干部
级别，划分为三个墓区，甚至墓盖、
石碑、月台的尺寸，也针对不同级
别的逝者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
则》，最低级别的墓穴地长12尺，宽
6尺或长12尺，宽12尺。而安葬对革
命有特殊功绩的，墓穴大小另行
规定。目前，能够进入这座公墓的
最低级别为局级。

除八宝山革命公墓外，还有烈
士骨灰堂和革命公墓骨灰堂。骨灰
堂分为一、二、三等室，逝者骨灰放
置房间也有严格规定。骨灰堂位于
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偏东的位置，
分为11个骨灰室，中一室内有林伯
渠、董必武、朱德、傅作义、李四光
等人骨灰，其中中一室一座骨灰盒
(101号)是朱德元帅的。

到后期，八宝山革命公墓用

地一度出现紧张。1958年，为了容
纳更多的骨灰盒，八宝山革命公
墓修建了一座室外骨灰墙。2006
年，八宝山又新建了一座七层的
骨灰墙，能够安放3400个骨灰盒。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记
者注意到，在骨灰墙上装有过去
省部级领导和红军的骨灰盒。

历史学家章立凡的父亲章乃
器曾任粮食部部长，章家获准将
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室。章立凡
曾透露，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
被安放在室外的骨灰墙。

因为用地和墓穴的紧张，级
别较低的逝者并不能如愿地根据
遗愿设定墓穴。享有较高级别、为
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逝者，则可
根据逝者遗愿设计墓穴和墓碑。
如聂荣臻元帅的骨灰撒在松柏之
下，墓碑上刻有“喜松柏之气概，会
四化之早成。”

八宝山革命公墓几乎和共和
国同岁。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也能
窥探出这里些许的政治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带头

在提倡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朱
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
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先后签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建了革命
公墓骨灰堂。

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
照生前级别，很多革命家、领导
人和妻子因此不能合葬，如陈毅
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两人的
骨灰不能共同进入中一室。

涉及高级领导人的建墓、迁建
或一些重要变动，都需要中组部的
批复。如贺龙元帅的家属将他的骨
灰迁出，后迁至贺龙老家张家界，
就是经过中组部批准通过的。

同样，骨灰迁出八宝山的还
有彭德怀和陈赓夫妇的骨灰。

而在过去，要迁出八宝山革
命公墓则十分艰难，甚至无法想
象，康生与谢富治的骨灰迁入与
迁出正是例子。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后，康
生、谢富治被裁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主犯，两人的骨灰因此被迁出八宝
山。

给基层公务员写公开信的李志友：

离离开开体体制制内内才才明明白白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动机———

看不惯一些“诉苦”帖

李志友多年写作生涯中，从
没有一篇作品引起如此巨大的反
响。11月14日，作为嘉宾的他参加
了人民网的话题讨论，与网友全
程互动，“还是支持我的人多一
些。”

齐鲁晚报：当时发这个帖子
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志友：主要是看到一些公
务员的“诉苦”帖子，说基层公务员
工资低、压力大，而领导收入高，心
理不平衡，里面有一种明显的消
极情绪。所以我就想以“过来人”的
身份劝劝他们，只对事不对人。

齐鲁晚报：消极抱怨的根源
在哪里？

李志友：公务员队伍确实存
在“贫富不均”的现象，因为现在的
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
职务分配。一般来说，职务越高、地
区越发达，薪酬就越高。职务大小，
地区贫富不一造成公务员薪酬的
差异。

但是，这不是抱怨的理由。因
为跟大部分老百姓比，公务员职
业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资待
遇，都是很好的。你不肯俯下身子，
而总是眼光朝上，跟领导比当然
会心理不平衡。

齐鲁晚报：我们注意到，帖子
发出后，网友们的评论大体分成
了两派。

李志友：有赞的，也有拍砖的。
肯定和支持我的人占大多数，其

中以普通网友居多，认为我说出
了大家的心里话。反对我的人里
面，当然有不少是公务员。其实也
可以理解，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
的立场上说话。

公务员这个职业，本质上应
该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跟其
他职业比也不应该有什么优越
感。目前在国内，官场存在腐败现
象，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引
起人民反感。而各种福利待遇既
不公开又不透明，又引人联想。你
的服务做不好，还抱怨工资、待遇，
普通网友们不反对才怪。

分配不公是社会的通病，不
光公务员队伍有。虽然一些基层
公务员薪酬偏低，但是公考这座
独木桥上仍然摩肩擦踵，公务员
这个耀眼的光环意味着稳定的收
入和令人心动的社会地位。这种
情况下你再抱怨，就不应该了吧。

经历———

“体制内的经历让我

看透不少事情”

以1993年为界，李志友的人生
经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此前20多
年，他在“体制内”一家大型国有农
场办公室工作，最终升至办公室
副主任。多年来的体制内生活让
他“看透”了种种弊端，深感困惑与
无解。借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
经商大潮，“在同事们疑惑不解的
目光中跳入商海”。

齐鲁晚报：农场的经历，对您
上网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帖子有
多大影响？

李志友：我上世纪70年代初进
入唐山一家国有农场，在办公室
做些文字和接待工作。现在的一
些不好风气当时也有。比如，上级
领导来视察工作，即使只来一个

人，也要一桌子的人陪，我们管这
个叫“一个客人九个主(人)”。

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世纪90年
代初朱镕基总理来考察的时候坚
持要吃盒饭，让我很受触动。之后，
我写了一篇叫做“不陪吃喝”的评
论稿，发到了当时唐山一份行业
内的报纸的头版上，引起了不少
人关注。

但是，这种吃喝的风气仍然
存在，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很困惑，
很无奈。“体制内”的经历，让我“看
透”了不少事情，在中国，大国企内
的环境跟官场有不少类似的地
方，所以我在帖子中说自己是“过
来人”。

齐鲁晚报：下海以后还会关
注一些社会现实？

李志友：对。1993年辞职后开
始做塑料包装生意，但一没资金

二没背景，开始的两三年时间，日
子过得很艰难。一直到1996年，在
天津的一个地方，东拼西凑买下
了四间两层的门面商铺，生意才
逐渐稳定下来。十几年虽然没有
大富大贵，但过日子也算绰绰有
余。

据我观察，这么多年，一些机
关的风气并没有多少改变。比如，
我家去年想买个房子，需要结婚
证明，但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
候，家里的东西早就没了。我和老
伴就去民政局开证明，不管怎么
说，对方就是不给开。后来，我们又
去居委会开了证明，办了其他一
些手续，好不容易才办成结婚证
明。

但结婚证要交100元钱，要收
据，民政局的那个年轻人就说，结
婚证就是收据。没办法，钱还得交。

涉及到官场和公务员的一些

作风问题，我就会评论评论，前两
年还出了书。

风气———

“拥权自肥”成为很

多地方的问题

2005年后，学会上网的李志友
逐渐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作品。2008

年注册了人民网论坛，李志友至
今发表的“精华”帖已达100多篇。
纵观李志友的帖子，几乎都是针
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场不正之风
而发。

齐鲁晚报：如何评价官场上
的一些不良风气？

李志友：就一些官场现状而
言，“拥权自肥”问题成为很多地方
存在的问题。公款消费屡禁不止，
高薪养廉受到公众嘲讽，还有乱
收费、乱罚款现象也十分普遍。广
为社会诟病的“土地财政”更是明
显的与民争利行为，因此造成的
强拆强征恶性事件屡有发生。“与
民争利”还是“与民谋利”？这是大
是大非问题，是执政党为谁服务
为谁谋利的试金石与分水岭。我
写帖子，也只是说了普通百姓的
心里话而已。

齐鲁晚报：官场上的不良习
气与基层公务员抱怨的“工资待
遇”问题，其间有什么联系？

李志友：很多的基层公务员
对薪酬待遇不满，就与“风气不正”
的大气候有关，与“上梁”的不良影
响有关。现在的公务员们，多多少
少都会掌握一部分公共权力，这
就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搞“权力
寻租”、搞些灰色收入创造了条件。
而队伍中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人，
就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进而导
致一些人的心理失衡乃至抱怨。

齐鲁晚报：2014年公务员考试
报名人数又创新高。作为“过来
人”，对于将来可能从事这项职业
的人有什么忠告？

李志友：虽然都是十年寒窗，
但进入政府的毕竟是少数，没听
说过有多少公务员辞职去当工
人、农民的。一句话，能考上公务员
的，都是幸运儿，希望他们能够身
在官场，志在为民，与百姓站在一
边，多些为人民服务，少些消极抱
怨。同时，更希望改变政府职能，改
变公务员的终身制，改变贫富不
公的社会现象。

64岁的“李志友”在网上突然“火了”，因为一个帖子。
“李志友”是一个笔名。11月2日，这位老人打开自己的人

民网强国论坛账号，带着几天来的思考，将那篇千余字的“给
基层公务员一封信”发了出去。

这位老人对“公务员抱怨工资待遇”的看法，开始引发关
注。之后的媒体报道被冠以“老人劝基层公务员：你们俯下身
就知自己是幸运儿”这个更为直白的标题，受到众多门户网
站转载。

一面是对这个工作的抱怨，一面却又是争先恐后地加入
“考公”大军。李志友的帖子在11月24日的“公考”前，再次激
发了人们对公务员的关注。11月15日，在天津市宁河县家中，
李志友对本报记者说，自己写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

李志友手里拿的是之前出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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