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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业协会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主办

红色建筑 红色传承
建筑人的担当系列报道之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的
《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建
办标 〔2020〕 38 号） 提出了“形成一
个新机制、重构一个新体系、营造一
个新模式”的改革目标。这项举措将
促进建筑业造价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同时也会在招投标、合同履行、竣工
结算等方面给建筑企业带来挑战与机
遇。为了帮助建筑业企业与相关市场
主体准确识别、积极应对工程造价改
革带来的风险，抓住机遇合法合规地
提升项目盈利能力，经研究决定举办
若干期高级实务培训班，首期确定在
郑州市举办。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
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建筑业协会法律服

务工作委员会
建筑时报社
二、会议地点和时间
会议地点：郑州银河来旺达酒店

（郑东新区商都路与七里河南路交叉口
向南300米路东）

会议报到：2021 年 6 月 10 日 （周
四）下午

正式会议：2021 年 6 月 11 日 （周
五）8:30—16:30

三、会议内容和主讲专家
1.谭敬慧：中国建筑业协会法律服

务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君都律师事
务所主任

演讲题目：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与造
价争议风险防范

2.王先伟：上海科汇律师事务所主
任、深圳仲裁院院长

演 讲 题 目 ： 全 过 程 “ 法 律 + 造
价”——助力施工企业风险控制与盈利
加倍

3.栗魁：建纬 （郑州） 律师事务所
主任

演讲题目：以法务造价思维止损工
程项目的案例实证

届时，专家将现场免费解答造价纠
纷案件（需要咨询的企业请在回执中明

确勾填并带好相关案件资料）。
四、报名办法
1.参会对象：工程建设单位分管经

营、法务工作的总经理，总经济师，总
会计师，总法律顾问，经营部、法务部
负责人，项目经理、经营、法务人员；
工程法律专业律师；仲裁机构的仲裁
员、人民法院主审工程建设纠纷案件的
法官；其他关心工程造价的人士。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
作有关要求，本次活动只接受低风险地
区人员报名。

2.电子版报名回执表可到“建筑新
网”（www.jzsbs.com）下载。

3. 请于 6 月 8 日前将“报名回执

表”发送至：652016115@qq.com，或
微信至建筑时报社联系人：何梦吉
18616259529（微信同号）

五、其他事项
1. 请参会学员报到时配合测量体

温、做好信息登记、出示健康绿码、佩
戴口罩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如实填写14
天漫游记录。

2.会议酒店客房紧张，请自行尽早
于 6 月 1 日前预订，过时不能保证入
住。郑州银河来旺达酒店联系人：张洋
19939355998。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21年4月28日

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举办《防范工程造价风险 提升项目盈利能力》高级实务培训班（郑州）的通知

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东岸，停泊着
一艘画舫。1921年，在这条小船上，发
生了一件中国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1 年，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遭法
租界巡捕袭扰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
举行。在这艘游船上审议并通过中共第
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中央
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
生。南湖从此成为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1959 年，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直
接关怀下，中共嘉兴县委建立南湖革命
纪念馆。建馆之初，馆址设在南湖湖心
岛。历经63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已三易
其地。

2005 年 6 月 21 日，时任中共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在 《光明日报》 发表署名
文章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
列》，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概念，并
将其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
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基因。

63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向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宣传、弘扬

“红船精神”的重要载体。“红船精神”
在千千万万人民心中闪闪发光！

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历史沿革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因受到
法租界巡捕的干扰而转移到嘉兴南湖的
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59
年初，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直接关怀
下，中共嘉兴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建立
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及办公室，
筹建经费由中央文化部拨款3万元。

建馆之初，纪念馆馆址设在南湖湖
心岛上，借用湖心岛古建筑烟雨楼开辟
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并仿制了南湖画舫
停泊于烟雨楼前、湖心岛岸边。

1959 年 10 月 1 日，南湖革命纪念馆
正式对外开放，陈列展出纪念船和中共
一大史料。此地，人们后来习惯称之为

南湖革命纪念馆旧址。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南

湖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发展。董必武、宋
庆龄、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
涛等 80 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或亲临视
察，或题诗题词题字，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墨宝。

1990年6月，中共嘉兴市委采纳5名
政协委员建议，同意市委组织部、宣传
部等15个单位的倡议，决定开展“我为
南湖增光辉”活动，集资兴建南湖革命
纪念馆。选定了南湖渡口北侧为南湖革
命纪念馆馆址，占地面积 3870 平方米。
1990年10月1日奠基动工兴建。

1991 年 6 月，由嘉兴市人民捐资建
造的南湖革命纪念馆馆舍在南湖东岸落
成并对外开放。1997 年 6 月被中共中央
宣传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基地。此地，现在人们谓之南湖革命
纪念馆老馆。

2005年10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中
宣部批准，国家发改委正式立项，同意建
造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新馆选址在南湖

南岸。2006年6月28日，南湖革命纪念馆
新馆举行隆重奠基仪式；2007年3月5日，
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6月30日，建党90
周年前夕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湖心岛、烟雨楼与南湖红船

1959 年 10 月 1 日，南湖革命纪念馆
在烟雨楼正式成立。这是南湖革命纪念
馆的起源，其馆舍不是专门设计建造的
新建筑，而是选用了嘉兴南湖湖心岛上
著名历史建筑、江南名楼——烟雨楼。

烟雨楼是嘉兴南湖湖心岛上的主要
建筑，现已成为岛上整个园林的泛称。烟
雨楼正楼，楼两层，高约20米，重檐画栋，
朱柱明窗，在绿树掩映下，更显雄伟。楼前
檐悬董必武所书“烟雨楼”匾额。

烟雨楼，因唐朝诗人杜牧“南朝四
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意而
得楼名。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公元936-
947 年)，初位于南湖之滨，吴越王第四
子中吴节度史、广陵郡王钱元镣“台筑
鸳湖之畔，以馆宾客”，为游观登眺之
所。后毁。遗址现无存。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1548 年)嘉兴

知府赵瀛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湖中，
遂成湖心小岛。第二年仿“烟雨楼”旧貌，
建楼于岛上，后经过扩建、重建，逐渐成为
具有显著园林特色的江南名楼。

乾隆六下江南，八次登烟雨楼，先
后赋诗二十余首，盛赞烟雨楼图。烟雨
楼在湖心小岛，建起后，几经兴废，历
史沧桑，直到1918年嘉兴知事张昌庆会
绅募捐款重建烟雨楼。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多次大力修
葺，古老园林焕发新貌。

由于中共一大会议是以游客泛舟为
掩护，租用游船在舱中秘密举行，而原
船已不可追踪，同类游船也已绝迹。因
此筹建开始的主要工作是弄清开会时游
船的形制，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南湖
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
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及一些老
船工的回忆，仿制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
模型送到北京，请当年参会的中共一大
代表董必武先生审定，他仔细察看船模
后，予以肯定。南湖革命纪念馆遂按模
型原样仿真制造了一艘画舫，作为南湖
革命纪念船，供群众瞻仰。这艘画舫至
今停泊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岸边。

老馆17年参观人数逾1000万

1991年6月，由嘉兴人民捐款350多
万元建造的南湖革命纪念馆馆舍在南湖
东岸落成并对外开放，馆舍占地面积
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80平方米。

这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
神的现代建筑。步入纪念馆广场，一面
长约3~4米的鲜红党旗镶在西南侧的墙壁
上，广场四周筑有四个火炬形花坛，中
心4个小花坛向心而抱，数千朵盛开的红
花将广场映衬得异常灿烂。站在广场仰
望纪念馆，42级台阶巍然向上，入口处
状似锤柄的长廊凌晨空伸展，门前6根花
岗石圆柱刚健质朴，给人以擎天柱之
感。门楣上，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南湖
革命纪念馆”七个金字熠熠生辉。面积
1820平方米的主楼以黄色墙体和茶色玻
璃墙组成线条简洁的对比色调，给人以
清晰、明快之感。二楼镰刀形的展馆陈
列着中共一大史料。展厅里一只南湖红
船模型放置在机械转盘上不停地旋转。
背后一幅绛红色丝绒展壁上，镶嵌着邓
小平手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160 多幅照片、图片、55 件实
物，一个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模型，一幅
标志着1921年嘉兴城区风貌和中共一大
代表在嘉兴行踪的大型沙盘。

当游人参观完一楼的嘉兴地方党史
副厅步出后门时，会猛然发现纪念馆两侧
两块巨大的玻璃墙像一面巨大的银幕，折
射出南湖旖旎的风光，相距百米的湖心
岛，烟雨楼、红船，使人顿觉历史和现实交
融在一起，红船和纪念馆浑然一体。

（下转第2版）

南湖红桅泊百年南湖红桅泊百年南湖红桅泊百年 光景常新说不尽光景常新说不尽光景常新说不尽
——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南 湖 革 命 纪 念 馆 纪 事浙 江 省 嘉 兴 市 南 湖 革 命 纪 念 馆 纪 事

□本报记者 张玉明 见习记者 徐世荫

各地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正忙起来、
快起来。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已经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交通基建投资明显
加快。分析人士预计，“十四五”开局之
年动能强劲，地方重大项目储备较为充
裕，将支撑全年基建投资平稳增长。

各地基建投资回暖

近期基建投资明显回暖。国家统计
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基础设施投
资同比增长 29.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7%，两年平均增长2.3%。

从单月数据来看，3月份基建投资同

比 25.3%，保持高位。剔除基数效应之
后，3月份两年平均增长5.6%，实现正增
长。

“各地积极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
重大工程项目和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恢复至2019年同
期水平以上。”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翟
善清说。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地
积极布局重大项目建设。春节过后，各
地重大项目开工明显提速，据不完全统
计，3月份，全国各地共开工19654个项
目，总投资额12.55万亿元。开工项目数
量环比上月增长逾一倍，总投资额环比

涨92%。
中金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表

示，今年初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虽未启动
提前发行，但去年未使用完毕的资金或成
为年初项目建设的重要来源，就地过年也
有利于3月较早开工，支撑基建投资。

全年有望平稳增长

基建投资中，交通、水利等传统基
建投资加速更为明显。

据统计局数据，一季度铁路运输业
投资同比增长66.6%，较1至2月份大幅
回升 13.7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水利

管理业投资增长分别达25.7%和42.5%。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来看，一季度新项目主要
集中在交通、能源和高技术领域，其中
交通基建项目投资额占比近三成。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
“十四五”开局之年仍有较大规模的重大
项目投资，作为补短板的重点方向，传
统基建领域的重大项目对基建投资仍有
一定支撑，全年基建投资有望平稳增长。

今年重大项目建设将是地方稳投资
的重头戏。截至 4 月份上旬，已有超过
20 个省市公布今年重点建设项目目录，
主要涉及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和民生改
善等领域。

比如，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公布了
《广东省2021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共
计 1395 个项目，总投资达 7.28 万亿元；
河南明确，在产业、交通、能源等9大领
域接续实施8000个左右的重大项目，力
争年度完成投资2万亿元。

“短期内基建投资还将维持较高增
速。”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表示，3
月份建筑业 PMI，以及新订单指数、就业
人员指数、生产预期指数均创新高，预示
基建投资还将维持景气格局。从历史经验
看，基建投资增速的典型特征是“前高后
低”，上半年的增速要高于下半年。

严控地方隐性负债对基建投资影响不大

近期国家频提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

4月7日，财政部表示，完善新增债
券分配机制，严控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券
规模。4 月 13 日，国务院出台 《关于进
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强
调“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
隐性债务存量。”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日前
表示，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新增债
务，多渠道增加铁路建设资本金来源，建立
健全铁路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现代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启春认
为，当前政策对基建投资存在影响，但
不会构成根本性的影响。“受到直接影响
的依然是带来隐性债务风险、不符合政
策要求的基建项目。对于能够助推实体
经济发展的产业类基础设施投资，政策
仍会鼓励和持续支持。”

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程强认
为，在全年地方专项债净发行 3.65 万亿
元的政策支持下，财政对基建投资的支
持力度仍然偏积极，同时开局之年重大
建设项目的储备也较为充裕，能够应对
基建的稳健增长。 （梁敏）

各地重大项目赶工忙 基建投资上演“加速度”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
人，比上年减少 517 万人，下降
1.8%，规模为上年的 98.2%。其
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8.3%，下降0.4个百分点。

《调查报告》 显示，2020 年，
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 4072 元，比
上年增加 110 元，增长 2.8%。其
中，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
4699元，比上年增加132元，增长
2.9%。

农民工人员结构目前呈现3个
特征：一是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
占比均有所下降；二是农民工平均
年龄继续提高；三是大专及以上学
历农民工占比提高。《调查报告》
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
比上年提高 0.6 岁。从年龄结构
看，40 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
为 49.4%，比上年下降 1.2 个百分
点；50 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占比继续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地区务
工人数减少最多，中西部地区吸纳
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
的农民工15132万人，比上年减少
568万人，下降3.6%，占农民工总
量的53%。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
业的农民工 2076 万人，比上年减
少132万人，下降6.0%；在江浙沪
地区就业的农民工 5179 万人，比
上年减少212万人，下降3.9%；在
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 4223 万
人，比上年减少 195 万人，下降
4.4% 。 在 中 部 地 区 就 业 农 民 工
6227万人，比上年增加4万人，与
上年基本持平，占农民工总量的
21.8%。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
6279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6 万人，
增 长 1.7% ， 占 农 民 工 总 量 的
22.0%。在东北地区就业农民工
853万人，比上年减少42万人，下
降4.7%，占农民工总量的3.0%。

《调查报告》还显示，进城农
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2020
年人居居住面积已达21.5平方米，
比上年提高1.1平方米，在不同规
模城市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
增加。分城市规模看，农民工所在
城市规模越小，人均居住面积越
高。2020年，进城农民工在500万
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16.9平方米，在500万人以下城市
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均超过 20 平
方米。此外，进城农民工居住设施
也继续改善，有洗澡设施的占
85.4%，提高1.7个百分点；有独用
厕所的占 71.5%，提高 1.9 个百分
点；能上网的占94.8%，与上年持
平。 （本报综合报道）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发布

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6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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