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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特稿
钩沉

1928年 3月 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一团、二团来到酃县（今炎陵县）中村，
在这里，毛泽东开始思考土地革命的实践问题。

此前，在 1927 年的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曾
返回长沙县板仓和湘潭韶山开展农民土地问题
调查，草拟了《土地纲领》。同年 8 月下旬召开的
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在制定秋收起义计划的同
时，讨论了《土地纲领草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
命的原则、方针及土地分配具体办法等。由于秋
收起义受挫，纲领未能付诸实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 1928 年酃县三
月暴动的胜利为实施《土地纲领》创造了条件。毛
泽东觉得，现在湘东的革命形势比较好，不妨在
这里先试验，摸索经验，然后在根据地全面铺开。
但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运动，必须要广泛发动群
众，获得群众的支持。

毛泽东经过一番认真思索之后，便开始了访
贫问苦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接连数天，毛泽东把
部队干部战士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贫苦农民家
里进行宣传发动。一天上午，毛泽东带领几个战
士，挑着一担粮食和几件衣服来到联西村叶老汉
家。在破旧不堪、黑咕隆咚的矮屋里，刚踏进门的
一名战士对叶老汉说：“老人家，我们是共产党领
导的工农革命军，是专门帮助穷人闹翻身的。今
天，毛委员特意来看望您老人家，送一点粮食和
衣服给您。”

叶老汉连忙说：“不要，不要！”毛泽东看出了
叶老汉的顾虑，便亲切地对他说：“老人家，您莫
害怕，粮食是穷人种的，布是穷人织的。今天，我
们从土豪劣绅那里夺回来分给穷人，这叫物归原
主。以后，我们还要搞土地革命，没收土豪劣绅的
土地归还农民哩！”隔了几分钟，叶老汉才慢慢地
说：“说心里话，我是怕你们一走，土豪劣绅又会
领着国民党、挨户团打回来，杀我们的头。”

毛泽东听完叶老汉的话，没有急于回答。他
叫一名战士找来一把筷子，先取出一根递给叶老
汉，叫他折折看，叶老汉没费吹灰之力，就“啪”的
一声，把筷子折断了。接着，毛泽东又将一把筷子
拴在一起，递给叶老汉折，叶老汉使尽全身力气，
也没能把这把筷子折断。

这时，叶老汉的屋里屋外站了不少人，毛泽
东一边跟群众打招呼，一边因势利导地对大家
说：“刚才大家都看见了，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
筷子就难折。因此，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拧成
一股绳，就不怕几个土豪劣绅，挨户团也不能奈
何我们。”他又说：“小石头能够砸破大水缸，只要
我们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就会像一块坚硬的大石
头，不仅能砸烂土豪劣绅的这些小水缸，还能砸
烂国民党这个大水缸。”

在场的人听完毛委员的话，心里突然豁朗，
脸上露出了笑容，你一句，我一句，纷纷议论开
了。此时，叶老汉再也忍不住了，他抽出含在嘴里
的旱烟筒，连声说：“毛委员的话讲得真好，过去
我们有句老话，人心齐，泰山移，我们都听毛委员
的，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土豪劣绅打倒。”

回到住地后，一些干部战士反映，农民都不
敢接送去的东西。毛泽东告诉大家：“农民不敢收
我们的东西，是心有余悸，怕我们一走，土豪劣绅
会卷土重来，进行报复。我们一定要多宣传，多发
动，让他们提高觉悟。白天不好送，就晚上送去。”
此后，大家就按毛委员的办法，继续访贫问苦、发
动群众。

3 月 23 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委和中共酃
县县委在中村墟头的一家晒谷坪里召开了军民
诉苦大会，附近几个村的千余名农民群众踊跃来
到这里。在临时搭成的诉苦台上，毛泽东通俗易
懂地讲述了一通穷人为什么苦、富人为什么富的
道理后，说：“我们种田人，一年到头累得要死，还
是没有吃、没有穿。土豪劣绅不劳动，反而吃得
好、穿得好，这就是因为政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他们是人间的‘狗鱼’，专门剥削穷人、压迫穷人。
我们要把土豪劣绅打倒，就得起来革命，推翻这
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

紧接着，十来个贫苦农民登上诉苦台，声泪

俱下地控诉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斑斑血泪史激
起了与会群众的满腔怒火，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
求下，工农革命军当即处决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大
土豪，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3 月 24 日，毛泽东在周南学校主持召开了农
协骨干会议，专题讨论了土地革命问题，确定没
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采取以原
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的方法，同时，给财主家属
以生活出路，也分配一定数额的土地。会上，毛泽
东举荐周介甫负责这项工作。他说：“介甫同志任
过农协会委员长，工作有经验，他同情农民，深受
农民拥护，他又有文化，会写会算，农民都会相信
他。”与会人员都高声赞同。

会后，道任、联西、中坪、心田等村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分田运动。昔日土豪占有的土地，一夜
之间全部插上了写有姓名、亩积、坐落、四界的竹
牌子。贫苦农民来到田头，摸着写有自己名字的
牌子，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说：“毛委员
来了，红军来了，土地也回来了。”一山之隔的道
任村，在周介甫的带领下，搞得最早，搞得最热
烈。毛泽东闻讯后，给予了高度赞扬。当时跟随毛
泽东来到中村的战士龙开富曾回忆说：“中村插
牌分田是我党土地革命的最早试点，它的成功经
验为此后桂东沙田的分田运动，为《井冈山土地
法》的制定打下了好的基础。”

跑步现已成为人们健身的时尚运动。有
的人为了方便，甚至买了家庭式跑步机，不
用出门就达到锻炼的目的。但是，你能想到
跑步机是在监狱里诞生的吗？

19 世纪初的英国，囚犯一旦被关入监
狱，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死刑、驱逐或孤独
而无所事事的长久关押。而牢房是肮脏且暗
无天日的，囚犯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似乎
永绝了希望。

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非常有
正义感，他站在人类尊严的角度，决定为监
狱里的这一弱势群体代言。

他把自己的心声转化为文字，向全社会
发出呼吁。因为狄更斯的影响力巨大，一众
跟随他的社会团体积极响应，随后一些宗教
组织和社会名流更是呼吁监狱改革。政府迫
于压力，开始调整整个监狱系统。而让狄更
斯及其追随者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善意的倡
导最终却给囚犯带来无止境的苦刑。

当时英国政府改造监狱的计划是让犯
人参加劳动生产，从而既达到惩治的效果，
又能给囚犯提供一定的活动机会，以此让社
会公众满意。但具体形式是什么呢？英国政
府犯了难。直到 1817 年，英国工程师卡波特
解决了这一问题。

卡波特发现，欧洲的农村有很多传动装
置，都是让动物采用爬楼梯的方式进行，利
用动物的体重产生动力来帮助农民打谷或
者汲水。这给了这位工程师很大的启发。于
是他自行设计了一种监狱跑步机：一群犯人
排成一列，持续踩踏有 24 条轮辐的大型滚

轮，以此来发电、抽水和碾磨粮食。
这种监狱跑步机试用一段时间后，狱卒

发现效果奇佳，犯人的体力都转化成了动
力，拿来搞生产创收，还能补贴监狱开支。而
且犯人从跑步机上下来后，根本再无体力打
架闹事。很快，这种监狱跑步机在英国监狱
得到普及，甚至还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而犯人们却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们经
常被迫每天踩滚轮 6个小时以上，这相当于
每天垂直攀登 1500 米到 4300 米的高山。有
的犯人甚至被要求在炎炎夏日里每天踩整
整 10个小时，等于爬升了 5000米。他们挥汗
如雨地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单调和压抑中为
驱动滚轮消耗了身体太多的能量。

很多犯人在不久后就因承受不住这超
高的消耗死去。英国作家王尔德（1854—
1900）就曾因猥亵罪受过该刑罚。两年监狱
生活的折磨，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出狱两
年后，他就英年早逝，年仅 46岁。

这种监狱跑步机日渐受到人道主义者
的指责，1902 年，英国终于宣布废除这种用
于惩罚的跑步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肯尼斯·库珀博
士提出有氧代谢运动理论，跑步运动逐渐
风靡起来。工程师斯陶伯抓住这一机会，设
计出了第一台真正意义的家用跑步机。这
种跑步机与监狱跑步机原理有些相似，都
需要脚步不停，否则就会从机器上摔下来。
这也是跑步机的名字“ treadmill”的由來。在
不断的改良下，现代跑步机已逐渐深入到
千家万户。

十 九 世
纪 英 国 版 画
中 的“ 跑 步
机”形象

《《

跑步机原是监狱惩治犯人的工具
王振云

中村插牌分田忙
王锡堂 刘青崧

炎陵周家祠，工农革命军第 1军第 1师师部旧址

7月 8日，工信部发布信息显示，经过对手机App用户反映强烈、投
诉较多的“弹窗信息标识近于无形、关闭按钮小如蝼蚁、页面伪装瞒天过
海、诱导点击暗度陈仓”等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2021年第二季度，开
屏弹窗信息用户投诉举报数量环比下降50％，误导用户点击跳转第三方
页面问题同比下降80％。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手机App广告难以关闭、侵害隐私、涉黄涉赌、
弄虚作假等问题仍屡禁不止，治理力度不能减弱。

“我手机里有 20多款 App，不少
一打开就弹出广告，使用时也会时
不时弹出。”北京朝阳张女士告诉记
者，手机 App 广告“轰炸”令她非常
烦恼。

上海等多地消费者权益保护
机构发布信息称，当前网民深恶痛
绝的手机 App 广告乱象仍然“顽疾
难断”。

——或无法关闭或“隐藏”关
闭，广告关闭难上加难。上海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称，在对 600 款
App 广告行为分析后，发现近六成
在使用时会弹出广告，其中近七成
没有“关闭键”。此外，在 App个性化
广告中，仅 14％有关闭入口。

日前，记者使用微信、汽车之
家、36 氪等手机 App 时发现，个性
化广告推荐关闭入口选项设置隐
蔽，流程繁琐，用户难以发现。以微
信为例，记者依次点击设置—子菜
单 —“ 关 于 微 信 ”—《隐 私 保 护 指
引》，才发现“个性化广告”的选择
入口以蓝色字体标注“埋藏”在相
关条文中。系统提示，这项关闭操
作有效期仅为 6 个月，且关闭后仍
会看到广告。

——一个广告“炸”出一串广

告，广告推送威胁隐私安全。杭州的
鲍女士近来忧心忡忡。“我发现我只
要在一款电商 App上浏览过什么商
品，其他 App 上竟然就会反复收到
这类商品的广告推送。”记者调查发
现，鲍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许多用
户都有类似的体验和忧虑，甚至还
有部分用户因此遭受损失。

“手机 App 推给我的网贷广告
实在太多，我头脑一发热，就掉坑里
了。”家住武汉的梅女士今年 24 岁，
她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曾浏览使用
过某网贷 App，之后连续几个月她
在不同的 App上收到“海量”网贷广
告，不知不觉陷入“网贷陷阱”。

——部分手机 App广告涉黄涉
赌涉假问题仍存在。记者发现，用百
度 App浏览部分网页时，网页上的涉
黄广告仍能正常显示。还有不少直播
类、视频类手机App中含有违法广告
图片，点击后将用户导向涉赌涉黄等
违法内容。另有部分手机App广告打
着“超低折扣”“薅羊毛”等旗号，诱
骗消费者至售假网站网页。

记者还发现，部分手机 App 广
告会诱骗用户点击包含窃取信息、
远程操纵等病毒的链接，严重威胁
用户安全。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
我国安卓应用共计 330.7万
款，IOS 应用共计 210.1 万
款，庞大的市场规模中也隐
藏着不小的风险隐患。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当前手机 App 广告收费已
非常成熟且高度细化。有的
广告按照曝光量收费，每千
人收费 5元至 20元不等，这
类多是信息流广告；有的按
照点击量收费，每次点击约
1 元，这类多是个性化定制
广告；有的按投放时间收
费，可选择 24 小时内任一
时间段投放广告，不同 App
费用差距较大，这类多是开
屏广告。朋友圈广告更加

“简单粗暴”，目标人群、投
放时间、投放地区都能明码
标价。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沈阳表示，与传统广告相
比，手机 App 广 告 隐 蔽 性
更强、精准度更高、主动性
更强、转化率更优，对广告
主吸引力很大。因此，尽管
广告法、互联网广告暂行
管理办法等规范已出台实
施，但治理业内乱象难度依
然不小。

暴利引人趋之若鹜。记
者调查发现，正常的 App广
告价格已有相当的利润空
间，而违规广告因大多涉赌
涉黄，价格更高，往往是正

常市场价格的数倍之多，有
些甚至能达到数十倍。

部分平台心存侥幸，钻
规范漏洞。某视频 App平台
运营人员韩先生告诉记者，
手机 App以闭环广告为主，
通过图片和视频设置“购买
链接”，消费者直接跳到其
他平台的购买页面，广告展
示平台不用负责任。

记者还从不少用户处
了解到，部分 App平台会在
使用授权协议中玩“文字游
戏”蒙骗用户。北京市民韩
女士告诉记者，小红书等
App 在个性化服务设置条
款中声称自己不会使用用
户聊天内容，但用户行为数
据“将被用来推测个人的兴
趣爱好”“这些行为记录可
以细化到包括浏览记录在
内的使用记录，并且能够分
析用户所阅读的文章咨询
内容”。还有一些 App 的此
类条款中规定，如公司被并
购或收购，这些隐私数据将
一并移交给购买方，不必经
用户同意。

此外，技术上的难题也
增大了治理难度。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表示，由于手机
App 种 类 繁 多 ，不 同 类 别
App 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
方式和广告发布主体也不
尽相同，监管方需要持续针
对海量各广告行为进行具
体甄别，难度很大。

2.
暴利诱惑、规范漏洞、技术难题
加大监管治理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表示，手机 App 广告乱象已侵犯消费者隐私
权、安全保障权、知情权与选择权。他认为，
应加强执法力度，制裁和打击手机 App 开发
主体、平台机构及相关灰色产业链，激活公
司理性自制的免疫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数据安
全研究部陈湉建议引进公益诉讼，让违法违
规手机 App 广告发布主体切实承担相应责
任。行业协会应开展自清行动，进一步明确
App 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义务，明确企业社会
责任，杜绝违法违规垃圾广告投放，将消费者
友好型的合规理念植入到相应技术主题、市

场主体，重视从技术研发方面堵住漏洞。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目前正

在加强对互联网新媒体广告活动监管方法
和手段的调研，完善互联网广告的监测技
术，提升监测的准确性、时效性。

工信部方面表示，App 用户权益保护关
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将把
整治 App 侵害用户权益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重要举措，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扎实推进
App专项整治往深里走、向实里去，强化提升
用户感知，为广大群众营造更安全、更健康、
更干净的 APP应用环境。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App广告风险让你的手机变“手雷”1.

市场、技术、规范多角度发力治理“断病根”3.

漫
画
：
乱
象
丛
生

新
华
社
发

徐
骏

作

手机App广告乱象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