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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鸿》周刊：
吹响重庆传播新文化的号角

“我们的意志只有一
天一天的销［消］沉下去，
我们的头脑只有一天一天
的昏乱下去，我们的情感
也只有一天一[天]的冷淡
下去，到末了我们都将一个
一个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
走肉……”1925年3月，一间
民房内，一名年轻的男子在
纸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写
完这些字后，他放下笔，走到
窗前，望着窗外暮色重重的
城市，陷入了沉思。

“这名年轻的男子就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
导人之一张闻天。”6 月 3
日，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蔡
斐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张
闻天当时写下的这段文字
就是他在重庆创办的《南
鸿》周刊的发刊词。作为
张闻天参与创办的第一本
政治刊物，《南鸿》周刊虽
然只存在了两个多月，但
却凭借犀利的文风，犹如
闪电般划破了当时重庆沉
闷的天空，为当时重庆乃
至全国的知识青年带来了
光明和希望。

张闻天为什么会创办
这本周刊？这本杂志对当
时的重庆产生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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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
张闻天在渝创办《南鸿》周刊

“事实上，当时张闻天来到重庆，并创办《南
鸿》周刊，是出于偶然。”蔡斐说。

史料记载，张闻天于1900年出生于江苏南
汇县张家宅（今上海浦东新区机场镇）一个农民
家庭，1920年至1923年，张闻天曾先后前往日
本和美国勤工俭学。

1924年1月，张闻天从美国返回上海，在中
华书局任编辑。当年10月，张闻天因故离开上
海，来到重庆。

“当初，张闻天本来只准备在重庆做短暂停
留，再前往成都。”蔡斐说，谁知他的一位旧友在
得知张闻天来渝的消息后，便力邀他到四川省立
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教。经过再三考量，张闻天
决定接受好友的邀请，担任了四川省立女子第二

师范学校的一名英文教员。
“1925年前后的重庆，社会风气沉闷，封建

思想的禁锢比较严重。”蔡斐说，这让张闻天无法
忍受。“恰好，在张闻天来渝之前，另一名共产党
员萧楚女也奉命来到了重庆。”蔡斐说，张闻天与
萧楚女一见如故，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张闻天
除了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身份，利用学校讲坛，
传播“五四”精神外，还以“罗蔓”为笔名，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对封建礼教进行激烈批判，有力推
动了重庆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

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张闻天也成为当时保
守势力和军阀的“眼中钉”。由于他们的恶意中
伤，张闻天被迫于1925年年初离开了二女师，并
在当年3月，来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以下
简称川东师范），成为一名国文教员。

“反动军阀的恶意中伤，让张闻天意识到掌
控舆论阵地的重要性。”蔡斐说，刚好在当时的川
东师范内，有几名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南鸿社，

并创办了一本名为《南鸿》的油印刊物。在得知
这一消息后，张闻天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于是他先通过联络川东师范、巴县中学、二女
师等校进步青年，扩大了南鸿社的规模，然后又
把《南鸿》改为定期出版的铅印周刊，并亲自担任
主编和撰稿人。1925年3月30日，首期《南鸿》
周刊在重庆戴家巷的一栋民房内诞生。

一本杂志
成为重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

“这本杂志为什么会出现？我需要你们给
我一个解释。”1925年4月中旬，时任重庆卫戍
司令的王陵基拿着一本《南鸿》周刊，气急败坏
地说。

为何《南鸿》周刊会让王陵基如此失态？这
主要还是与《南鸿》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有
关。“自《南鸿》创立之初，张闻天就决定让这本周
刊成为进步人士与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展开
论战的重要阵地。”蔡斐说，在该杂志的《创刊词》
中，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抗一切压抑
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
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
的新文艺与新生活。”这篇发刊词犹如在一潭死
水中扔进一块巨石，引发强烈反响。

“从之后出版的《南鸿》周刊来看，张闻天很
好地践行了这一目标。”蔡斐说，据统计，在八期
《南鸿》周刊中，张闻天先后以“张闻天”“罗蔓”
“飘蓬”“长虹”“大风”等名发表了《追悼孙中山先
生》等16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张闻天除了用
辛辣的笔触，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
道德进行深刻抨击外，还热情宣扬以“人”的觉醒
为中心的个性解放，在当时的重庆产生了巨大影
响，《南鸿》也因此成为重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的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鸿》周刊中，张闻天还
通过撰写散文诗、小说等方式，对当时的青年学
生进行文学启迪。“例如在《南鸿》第三期中，张闻
天就通过撰写散文诗《生命的急流》，号召青年学

生与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蔡斐说，《生命的急
流》一文发表之后，在重庆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
巨大影响，不少青年在该文章的影响下，逐渐与
旧势力划清界限，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个封禁
促使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南鸿》周刊引起了
重庆军阀的恐慌。1925年5月中旬，王陵基以

“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勒令巴县知事会
同警察厅对《南鸿》进行封禁，并勒令萧楚女、张
闻天等人“两周离渝”。

1925年5月24日，张闻天被迫离开重庆返
回上海，《南鸿》周刊也被迫停办。“后来，虽然在
重庆的南鸿社员把《南鸿》更名为《夜鹰》，并刊登
了张闻天所撰写的《嘉陵江上的晚照》和《别重庆
的朋友》等文章。可惜的是，该杂志也仅存在了
四期，就被查封。”蔡斐说。

“《南鸿》的停刊，对张闻天本人产生了巨大影
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有了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动机。”蔡斐说，在《南鸿》周刊创刊时，张闻天
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南鸿》周刊的失败，让
张闻天认识到要对抗一个旧的社会，单靠个人和
一个刊物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入一个以反抗社会
旧势力为志向的组织。“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为
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蔡斐说。

事实上，在1943年12月，张闻天就曾撰文
回忆了当时自己的心路历程。在这篇文章里，张
闻天写道：“在重庆时期，我同共产党人萧楚女、
杨闇公等熟悉，他们到处动员青年团员支持我的
斗争，同我结成了反对反动当局的统一战线……
我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
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
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此时，我有
了加入共产党的动机。”

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之下，1925年6月初，张
闻天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脱贫攻坚战锤炼出乡村振兴金融新动力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建行重庆市分行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聚焦“三农”领域，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
全市乡村开辟新金融行动的新主场。

目前，建行重庆市分行抓服务乡村振兴的顶
层设计和机制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已建立了服务
乡村振兴的组织架构，成立了市分行乡村振兴领
导小组，设立了乡村振兴一级部、乡村振兴专业科
室，增配了专职业务骨干，为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

作为建行重庆市分行在脱贫攻坚战中锤炼出
的新金融利器，“裕农通”是该行服务乡村振兴的
重点品牌和拳头产品，深受乡村农户的欢迎。针
对我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
的特点，建行重庆市分行作出了全力以赴持续发
展“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的决策。

何谓“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裕农通”普惠
金融服务是建行将普惠金融战略向农村地区延
伸、服务农民大众的一个重要抓手，是乡村专属的
提供现代金融服务的渠道和平台，是对中央服务

“三农”、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响应和落实，同时也
是对运用金融力量，实现精准扶贫的一次有效探
索，承载着建设银行作为国有大行更好地服务“三
农”事业、助力乡村振兴、践行金融扶贫的三大重
要使命。

“与传统单一的助农取款服务点相比，‘裕农
通’普惠金融服务点的功能显得更加全面丰富。
除提供常见的存取款等基础金融服务外，还有便
民缴费、智慧政务等特色服务及政务服务能力，村
民足不出村便可享受便捷服务。”建行重庆市分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

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2017年
8月1日，开州区镇东街道镇东社区成立重庆第一
家“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行重庆市分行自
此开始积极在巴渝乡村布建“裕农通”，依托金融
创新和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修渠引水”。经过
两年多的持续深耕，于2019年12月20日实现全

市乡村全覆盖。从武陵山区到三峡库区，依托“裕
农通”这个农民家门口的服务点，建行重庆市分行
持续加强“裕农通”服务网络建设，为广大农户提
供了综合金融服务，打通了乡村普惠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凡有炊烟处，便有“裕农通”，在农村
地区遇见“裕农通”，已是乡村寻常、农户日常的景
象。

建设遍布乡村的普惠金融服务大网络

走乡进村送金融，田间院坝见服务。在村民
们看来，无论山高路远，建行的服务一直都在身
边。

在渝鄂交界处，群山环绕间，距巫山县城20
余公里的抱龙镇洛阳村，虽然远离城市，但乡亲们
享受的金融服务却和城市居民相差无甚。“这个真
的很方便！”“我已经办了缴费，真快！”设立在洛阳
村文敏副食店的建行“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围
满了村民，大家一起体验着建行便利的金融服
务。在巫山全县339个村中，建行“裕农通”已实
现全覆盖，解决了乡村金融服务网络不充分问题，
以其实用、好用广受欢迎。

这只是建行重庆市分行全力下沉乡村，推进
“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
目前，分行1.1万余个“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遍
及三峡库区、武陵山区等重点乡村，联结成了一张
星罗密布的服务网，打下了建设银行持久服务乡
村振兴的基础。

倾力打造，硕果满枝。“裕农通”服务点已基本
实现重庆市有建行物理网点的区县行政村全覆
盖，基本满足基础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不出村
一站式办理；“智慧村务平台”已在 23个区县
1004个村居部署上线，“三资”管理平台已在部分
区县试点。该行还在全国首创“裕农通+返乡人
员登记、社保待遇资格认证、乡村普惠金融基地、
金融普法、在线预约购车”等功能，受到了各级政
府、监管机构及老百姓的高度认可。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建行以一泓泓的新
金融“活水”，不断滋润巴渝美丽的乡村沃土。

问题导向拓展“裕农通”服务边界和能力

金融必须贡献于社会，建行志在增进民生福
祉。建行重庆市分行以“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
为抓手，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不断回应需求，持续升级扩大服务，使“裕农通”
深度融入乡村生活，解决了一系列民生问题。

坚持人民至上，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金融
力量。建行重庆市分行携手市残联创新打造残疾
人认证服务，助力残疾人审证减材料、减环节、减
跑动、减时限，基本实现“零跑腿”；联合市人力社
保局在全国首创“社保待遇资格村口认证”功能，
基本实现社保生存认证不出村办理；对接各委办
局在我市8000多个行政村的“裕农通”普惠金融
服务点上线50余项乡村高频服务事项，已惠及12
万名村民。

坚持科技赋能，为数字政府插上金融翅膀。
建行重庆市分行创新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智能
化赋能乡村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分行依托“建行裕农通”微信公众号，上线了重
庆28个区县共102家医院的在线挂号功能和诊
前咨询功能，累计为5万余人次乡村群众解决了
挂号难题。

坚持产教融合，打造金融赋能乡村教育新模
式。建行重庆市分行密切与政府、学校等单位合
作，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依托裕农通服务点等渠
道，以“五彩筑梦，绘制乡村振兴蓝图”为主题，推
动“裕农学堂”建设工作。通过因地制宜打造“青
青学园”“红岩学社”“银医学坊”“金裕学苑”“白云
学堂”的“五彩”学堂模式，制定学堂建设“五个一”
标准，为乡村群众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2020年
至今，建行重庆市分行已建成“裕农学堂”14家，
累计培训覆盖超过800人次，被建行总行授予“金
智惠民示范共建基地”，并获得重庆晚报等媒体颁
发的“助力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

坚持共享共治，为乡村法治建设提供金融方
案。去年9月，建行重庆市分行携手重庆市司法
局，在全国首创“裕农通+金融普法”模式，由市司
法局安排专门的人员、资源，将建行“裕农通”业主

培养成为“法律明白人”，使得金融资源与乡村的
法治资源、治理资源得到有效结合，在提升群众法
律素养的同时，及时传递党的声音和国家惠民政
策。

坚持要素整合，为乡村精神文明开启金融引
擎。去年8月，建行重庆市分行联合重庆金夫人
集团，策划举办了全市最大的“乡村振兴·幸福家
庭”公益拍摄活动，为驻村干部、扶贫骨干、留守老
人、留守妇女等提供免费的全家福套照，为他们记
录奋战脱贫攻坚的珍贵画面，目前活动已惠及1.5
万户家庭。该行还携手重报集团，依托设在村委
会的“裕农通”服务点，在渝北区江口村成功共建
全国系统内首个“乡村振兴党建示范点”。

打造精准有效服务乡村振兴的卓越银行

万绿丛中一点红，引来服务百花开。在建行
重庆市分行以新金融之笔描绘的乡村振兴画卷
中，“裕农通”是其中靓丽的风景之一。建设服务
乡村振兴的卓越银行，这才是建行重庆市分行的
最大目标和追求。分行凝聚合力、敢于探索，不断
突破金融服务的藩篱，面向乡村发力金融创新，涉
农的产品链更加丰富与精准。

例如，创新落地“生猪活体抵押贷”“山城助农
贷”等10余项特色金融产品，涉农贷款增速居系
统前列。2020年，该行涉农贷款余额达331.71亿
元，较年初新增10.47%，荣获总行乡村振兴金融
部表彰。去年以来，该行还相继开发“村医贷”“高
标准农田贷”等特色产品，持续推进“三农”金融服
务。

积极用好“渝快办”平台服务乡村。建行重庆
市分行在智慧政务服务乡村振兴综合平台、“裕农
通”特色服务平台、农户大数据授信平台、“供应
链+”、“担保+”、“平台+”综合授信系统，以及金融
消保服务和金融普法宣传平台、金智惠民在线培
训课堂、农产品综合服务平台等项目上都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

勇担乡村振兴历史责任，谱写乡村振兴美丽
篇章。“要做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排头兵”，建行重
庆市分行主要负责人坚定地表示，“将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展现大作为，打造
服务乡村振兴的卓越银行，接续奋斗，笃力前行，
为助力农业兴旺、农民富足、农村繁荣做出积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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