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
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西南联
大的校歌里的这句，概括了1937年那一段曲折
的大学内迁经历，而这只是当年众多高校的一
个缩影。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延续和保存教
育文化命脉，很多高校采取了战时教育措施，
将一批大学迁到内地，实现了将中国教育事业
薪火相传。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
中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曾派飞机
狂轰滥炸，并肆意屠杀高校师生。因为摧毁了
高校，就等于将国家的后续人才力量给切断
了。”湖南师范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孔春辉说。

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除零星分布在
西南、西北的10余所高校幸免于难之外，我国
90%以上高等学校均不同程度受到侵略者的蹂

躏。为了保存教育国脉，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
南大后方。

图书馆是各大专院校办学的主要设施之
一，战争的浩劫加上颠沛流离之后，战区各高
校图书设施损失惨重。如东北大学迁校四川三
台后，1939 年才建成可容纳 300 余人的图书馆
阅览室，而收藏的中外文图书仅2万余册。至于
校舍建筑就更差了，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住
的是“残破的庙宇”，学生分散在七个地方学习
和生活。

校舍简陋、设备不足、生活艰难、空袭干
扰，是抗战时期大学的普遍遭遇，而要在战火
纷飞的年代坚持办学更是苦难重重。“高校在条
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办学，不仅没有中断
教学，而且为共同促进高校教育事业作出了可
贵贡献。”孔春辉说。

薪水低、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打折……迁
址高校几乎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局。然
而，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迁校的各院校师长
怀抱强烈的爱国心，以培育英才为己任，竭智
尽力，从没放弃过教学。迁校乐山的武汉大
学，因学校无力安排住房，全由教师们向当地
百姓租借。教师有的变卖衣物，有的到中小学
兼课，或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

“一边继续教学，一边积极抗战。哪怕条件
再艰苦，内迁高校的广大师生在坚持学习之
余，仍然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从事
抗日救亡活动。”孔春辉说。

1943年12月，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
发起了志愿从军运动，引发了当地学生的从军
热。不少高校师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
装，如中山大学许多师生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

纵队，浙江大学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
闽赣抗日武装斗争。

内迁学校还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各种
形式为抗战服务。各医学院或大学的医学院系
为救护伤病员、培训战争急需的医药和护理人
员做了大量工作。河南大学抗战后奉命承办重
伤医院。台儿庄战役时，医学院组织救护队为
伤员送水、换药，抢救伤员1.8万余次；后随军
入湖南，收容伤员500余人。

孔春辉感慨地说：“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区高
校大内迁，不仅保存了我国科技文化精华、高
等教育的国脉，还将先进的思想、技术、文化
带给了相对落后的地区，堪称民族危亡关头我
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在极宏阔的时
间、空间上的成功大转移和大传承，具有重大
的历史意义。”

流浪的大学，不灭的火种
——抗战中高校纷纷内迁延续中华文脉

如今有的年轻人在婚前纠结一个事情：
婚前购买的房产在房产证上应如何署名。
2011 年 8 月 13 日正式施行的 《婚姻法解释
（三）》第十条明确了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
不动产，离婚时若不能达成协议则判归产权
登记方所有。那么当下青年男女对婚姻的计
划如何？在人们心中，什么时候结婚合适？

上周，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
派咨询对 1954 人进行的一项调差显示，
63.2%的受访者计划在 26~30 岁结婚，66.2%
的受访者关心婚前房产署名问题，50.6%的
受访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扼
制了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婚姻。

本次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来自北上广
深的占35.6%，来自省会和发达地级市的占
44.7%，来自不发达地级市的占 9.0%，来自
县城的占 8.8%，来自农村的占 1.1%；男性
1122人，女性832人。

32.2%受访者心目中结婚时的理想状态
是至少解决房子首付

“90后”金融工作者何婧婧与男朋友已
经相处4年了，她对婚姻已经有了一定的规
划：“我们打算先奋斗几年，有了一定的经
济基础后再结婚。结婚时争取已解决房子的
首付问题，婚后生活安定，这也是对双方家
庭负责。”

已经工作两年的蒋方正今年27岁，他和
女友已谈了2年恋爱，计划30岁结婚。“那
个时候事业稳定了，年龄也不大，什么都刚
刚好。”蒋方正说，他希望到结婚时起码要
有一个属于两人自己的小家。

调查显示，关于合适的结婚年龄，0.5%
的受访者认为是20岁以前，15.2%的受访者
认为 20~25 岁，63.2%的受访者认为是 26
岁～30 岁，12.7%的受访者认同 31 岁～35
岁，4.4%的受访者认为是35岁以上。

关于结婚时的住所状态，32.2%的受访
者认为至少房子首付要解决；24.3%的受访
者认为应该已有房；23.3%的受访者表示顺
其自然，走一步算一步；18.4%的受访者认
为要有付首付的能力。

《婚姻法解释 （三）》 的出台对婚前房
产 有 了 更 明 确 的 界 定 。 本 次 调 查 显 示 ，
66.2%的受访者关心婚前房产署名问题，
33.8%的受访者不关心。关于婚前购买的房
产如何署名，50.5%的受访者认为谁购买写
谁的名字，27.0%的受访者认为应写双方的
名字，12.6%的受访者认为谁付首付写谁的
名字，7.2%的受访者表示写谁都行，0.9%的
受访者表示应写对方的名字，0.4%的受访者
认为应写父母的名字。

“婚前购买的房产怎么署名在结婚时并
不是问题，离婚时才是问题。”蒋方正说，
他有点不能接受婚前就考虑离婚问题的现
象，总觉得夫妻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这确实是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不合。
然而离婚率在逐年攀升，人们纠结房产署名
也可以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专
业毕业生肖锐认为，当下婚姻和财务的双重
自由导致婚姻中利益归属的不断理顺。在他
看来，《婚姻法解释 （三）》第十条在离婚
案件中，对不动产的分割起到了一个很好的
指导作用，是对《物权法》和《婚姻法》基
本原则的重申和阐明。“这条解释并不像一
些人所说偏袒了强势一方，这个法条本身没
有多大的争议点。只是房子是我国当前婚姻
财产纠纷的集中点，这也导致了大众一定的
误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若军认
为，社会上会出现争议，一方面是因为人们
并不清楚《婚姻法解释（三）》出台前法律
具体怎样处理此类案件；另一方面，婚后所
得是共同财产。这个“婚后所得”人们往往
拿捏不准，通常根据自己的想法臆断。

54.9% 受访者认为 《婚姻法解释
（三）》对婚前财产的重新界定使夫妻财产
分配合理化

调查显示，54.9%的受访者认为 《婚姻
法解释（三）》第十条让夫妻财产分配合理
化，50.6%的受访者认为它扼制了以经济利
益为目的的婚姻，40.5%的受访者认为它增
加婚前财产的界定歧义，24.8%的受访者认

为 这 是 考 验 双 方 感 情 真 挚 度 的 试 金 石 ，
23.3%的受访者认为它增加了夫妻间没必要
的争执。

何婧婧认为，美好的未来需要两人共同
努力，但现在一些人将幸福生活寄托在了未
来 婚 姻 中 另 一 半 身 上 。《婚 姻 法 解 释
（三）》的出台使抱有这样想法的人看问题
更理性。

孙若军告诉记者，在 《婚姻法解释
（三）》出台前，法院在离婚案中对于一方
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的归属，大多也是按
照《婚姻法解释 （三）》的第十条处理的。

“不过该解释第十条第二款，不仅规定婚后
夫妻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一半还给配偶，与
以往不同，还规定对房子对应增值部分也要
考虑，所以《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相
较以前是更合理了”。

她说，《婚姻法解释 （三）》 的出台使
婚姻双方认真思考婚要不要结，要不要离，这
反而会使婚姻趋于稳定。这还会在一定程度
上破除国人的陋习——认为结婚前男性要准
备好新房，由此促使男女树立正确婚姻观。

谈到《婚姻法》下一步修正的方向，孙
若军表示：“我国现行婚姻法相对较为简
单，在体系结构和逻辑关联上都有欠缺，因
此，婚姻法的修正应当是全方位的。而完善
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夫妻财产制以及离
婚救济措施是婚姻法修正的重点，尤其应当
对家庭付出较多或贡献较大的妇女的合法权
益的保障的规定应更加具体、明确，建立有
效的救济措施。” 中 青

民调显示66.2%受访者关心婚前房产署名
54.9%受访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使夫妻财产分配合理化

入外籍者
该不该领国内养老金
近日，有媒体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美

籍华人可以领取国内养老金，引发网友热议。
美籍华人“独享”国内养老金？出国了，该不
该领中国养老金？海外华人养老金“吃双
份”？针对三大焦点问题，“中国网事”记者进
行了调查。

美籍华人“独享”国内养老金?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下半年起，在
美国居住的中国离退休、退职人员(中国籍已
取得绿卡或已加入美国籍)可以领取国内养老
金，引发网友热议。“中国网事”记者查阅发
现，这项政策并非美籍华人独有，更非新政
策，而是面向我国在海外的中国当事人、一项
实行了 30 多年至今依然一直在不断完善的

“老政策”。这一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
劳动人事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银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获准出国定居的退休、
退职人员待遇问题的通知》。

“中国网事”记者查阅我国驻加拿大、
缅甸的大使馆和驻悉尼总领事馆的官网看
到，根据外交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颁布的 《关于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
老金资格审核表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领事馆可根据海外
当事人的申请，为其出具“在境外居住人员
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免收领事规费。
新规简化了办理手续，当事人无须再提交离
退休证明。

针对新规，《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15日
刊登了解读文章，介绍了加入外国籍的中国退
休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法律依据，并指出这从细
微处体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的理念。

出国了，就不该领中国养老金?

退休后不再居住在国内，是否还有继续
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这是网友争论的焦点之
一。专家指出，养老金属于工作期间积累的
一种保障，不受国籍变化而影响养老金的发
放，而且国际上领取异国养老金的情况也比
较普遍。

一些网友认为这项规定对于国内退休人
员来说并不公平，认为外籍华人已经放弃了
中国国籍，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应该和
中国公民一样享受国内的社会福利政策。但
也有许多网友认可规定的合理性：“人家在国
内上班时候每月从工资里扣的养老金，等人
家退休后移民了，子女接到国外了凭什么就
不能取了？”

“辛辛苦苦几十年工作缴纳社保，就因为
退休了不住国内，养老金就不能领了吗？这样
的观点未免太残酷。”在美国常住的张凯悦
说，父母即将退休，等自己结婚有孩子之后将
一起长居美国。“对于我们这种在美国留学之
后找工作留下来的中产阶级来说，尽管父母从
国内领取的养老金换算成美元之后并不多，但
总归还是能补贴一点家用的，总不能‘一锅
端’了吧。”

凯悦的父母都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公务员，
两人退休后的退休金预计在每月 1.2 万元左
右，按照最近的汇率计算相当于约 1800 美
元，“差不多是一户人家每个月的饭钱”，张凯
悦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表
示，养老金属于工作期间积累的一种保障，不
受国籍变化而影响发放。“养老金是根据劳动
者在工作期间的积累和贡献，在退休后给予的
保障，这样的保障不能因为劳动者退休后的居
住地或者国籍的变化而被抹除，这属于一个债
权债务关系，必须刚性兑付，而且国际上领取
异国养老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海外华人养老金“吃双份”?

常凯说，需要明确的是养老金属于社会保
障范畴而不是社会福利。如果退休老人移居高
福利国家而享有当地政府给予老年人或普通国
民的福利待遇，也不应该影响他在中国应该享
有的养老金待遇。

国外福利这么高，为什么还要“贪图”中
国养老金？这是一些网友的观点。记者调查发
现，在退休年龄才移居国外的中国老人往往并
不能享受到和当地居民一样的高福利，谈不上

“吃双份”。
常凯说，除了移居一些高福利国家之外，

退休之后才移居国外的中国老人往往并不能够
获得美国等国家的养老金，一般还是依靠国内
的养老金为主，“吃双份”很难。

移居澳大利亚数年的吕阿姨说，退休之后
来澳大利亚和子女团聚的中国爸妈由于没有在
澳大利亚工作过，也没有纳税和缴纳当地社保
的记录，享受和当地老人一样的优渥养老金难
度较大。

“中国网事”记者查阅了澳大利亚相关政
府部门网站发现，申领澳大利亚养老金除了要
符合年满65岁的年龄条件之外，还需要满足
居住条件、收入条件和财产条件等。其中，居
住条件中明确规定，成为澳大利亚居民的时间
超过连续10年，或在澳大利亚居住总时间超
过10年、其中有5年连续居住。

“退休之后，除了帮孩子带第三代，还想
要去看看世界，而且不可能真的长期不回中
国。”吕阿姨说，除了对居住时间和时长有限
制，申领养老金对名下的存款和房产都有要
求，获得补贴的时间也要到75岁后，身边的
朋友都不太愿意申请。 中 青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健康科普
信息生成与传播指南 （试行）》，确保公众
获得科学、适用、可操作性强和具有行为指
导性的健康科普信息。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日
前组织的专家访谈活动中，专家指出，现在
微信、微博传播的健康科普知识有百分之七
八十都存在不靠谱的信息，判断健康科普信
息是否可靠有几个标准可供参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任学锋说，目
前健康科普存在几大问题：一是媒体报道对
信源不考证，出现了无出处、无依据、无时
间的“三无”产品，甚至是主观杜撰的科普
信息。比如说某网站提出“根据专家分析，
绿豆的生命指数为 2.87”，就属于这类“三
无”信息。二是对专家不鉴别，各种高级营
养师、专家满天飞，语不惊人死不休，吸引

公众眼球。少数媒体不加鉴别地报道，成了
虚假信息传播的工具。三是夸大功效或夸大
危害的宣传，比如“每天吃一个红薯可以保证
不得癌症”“维生素D号称万灵药”等。四是
一些媒体报道证据不足或有争议的健康知
识，因为缺乏专业人员审核机制，造成信息纷
乱不一。五是不符合医学常理和专家共识的
片面报道误导公众。比如，曾有媒体报道英
国一女孩咳出恶性肿瘤，决定申请吉尼斯世
界纪录，这就是不符合科学常理的。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钮文异谈到，据专
家估算，现在微信、微博传播的健康科普
知识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存在不靠谱的信
息，真真假假地混杂在一起。以这几天微
信上传播的一个信息为例——《你知道吃
黑木耳的好处吗？》钮文异强调：“这到底是

谁说的？里面没说，没注明作者，也没注明
这些信息的出处。说心血管病患者吃黑木耳
可以不吃阿司匹林。可实际上，在专业的心
血管网站上专门有建议阿司匹林还是要继续
吃的信息，特别是50岁以上的或者有心血管
病的患者。”

那么，公众应该怎么甄别这些健康科普
信息呢？任学锋给大家支了一招，那就是看
三点。第一，谁说的，如果是国家、政府或
权威机构说的，可信度高；如果是像张悟本
这样的民间“大师”，或者是没有专业机构
背景的人说的，那就要注意甄别。第二，什
么时间说的，因为对科学的认识有个渐进的
过程，所以标注时间很重要。第三，信息的
来源是什么，作者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
有没有专业证据的引用。 北 晚

微信微博健康科普多没谱
专家支招：看作者 看时间 看信源

开公司手续繁杂，成本高昂

美国“创业圣地”
光环褪色

美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初创企业，数十年
来，一直被视为自由市场和创业激情的“圣地”。
在“创客”心中，美国也是培植小公司、发展互联
网产业的沃土。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刊文称，因在开
办公司方面手续繁杂、成本较高，美国“创业圣
地”的光环正在褪色。

创业要跨过六道“坎儿”

英国《金融时报》首先直指美国政府近期发布
的关于职业许可的文件。文章称，白宫强制要求劳
动者在从事某些特定行业前，必须获得相关资质证
书。

“50年前，只有护理等少数专业才要求职业
许可证，但最近几年，政府将这一范围急速扩大，
以至于四分之一的美国劳动者要先获得所在州的许
可证才能上岗。”《金融时报》 记者吉莲·邰蒂写
道，“有时候这种要求是合理的——驾驶飞机的人
当然需要许可证，潜水教练要受过专业培训才行。
但在很多情况下，要求许可证的逻辑不那么清晰，
比如在密歇根州，想成为保安需要培训3年，在犹
他州当理发师要求数千小时的经验——政府的规定
让人匪夷所思。”

在邰蒂看来，职业许可证颁发“精细化”的后
果之一，就是“让很多潜在的从业者或创业者，被
复杂的手续浇灭了激情”。

而且，获取证照的费用也不低。《金融时报》
援引数据称，每年申请者花在许可证上的钱高达
2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万亿元）。

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支持初创企业发展的调研报
告则显示，去年，在总体经商便利度方面，美国名
列第七位，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一马当先；在创办
公司的便利度方面，美国更是排在了第四十六位，

“甚至落后于爱沙尼亚、马来西亚、格鲁吉亚”。
该报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美国，创业者要经历 6 道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流
程，才能创立公司。从时间上看，平均需要花6天
左右，而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加拿大和新西兰，仅
需一道程序就能创办企业，政府支持创业的力度非
常大，流程快而且也便宜得多。

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最不适合创业？

不过，由于美国每个州都有单独的法律法规体
系，也有一些州处于“被拉低”的状态。邰蒂表
示，在得克萨斯州创办公司就比在加州容易得多。

有媒体采访了在美国开公司的洪先生。去年，
他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过
程十分顺利。“特拉华州是美国对初创公司最友好
的州之一，在这里可以跨州注册公司，具体流程请
律师出面即可，方便放心。”

洪先生还表示，在美国注册公司的各州花费都
不一样，一般不超过 300 美元 （约合人民币 1923
元），用时一周左右。

显然，总统奥巴马对体制问题带来的创业阻碍
心知肚明。上月，他出面敦促各州削减职业许可证
的种类，希望通过简政放权促进就业。紧跟着，政
府启动了“一天开公司”计划 （Start Up In
a Day），除了缩短创业准备时间，还向符合这一
计划的创业者提供15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961万
元）的扶持资金。

当然，手续的繁简只是创业者决定开办企业的
影响因素之一，居住成本、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
家文化等都是他们考虑的因素。

美国“福布斯”新闻网表示，纽约、旧金山和
西雅图是企业最密集的美国城市，但纽约是世界上
几个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曼哈顿写字楼的租金在
过去一年多上涨了17%，涨幅位居全美前列。旧金
山写字楼的租金也涨了9.6%。

一些初创公司将纽约和旧金山房价的大幅上
涨，归结为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创业者

“眼睁睁看着房租在两年内涨了两倍”。
“福布斯”新闻网研究了美国各地对小公司的

友善程度，结果显示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排名
垫底。文章称，加州和纽约的高税收对初创企业无
疑是严重打击，夏威夷、康涅狄格、新泽西则是全
美税收制度最严苛的几个州。 青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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