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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数十

次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

阀的反动统治，特别是邓小平、张云逸、

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

义，在广西西部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

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广西

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

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人民英雄韦拔群

邓小平说过：“广西右江地区，是一

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

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

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

志 长 期 工 作 的 地 区 ，是 很 好 的 革 命 根

据地。”

1894 年 2 月，韦拔群出生于东兰县

一个壮族家庭。 1914 年，他前往武汉、

上海、广州等地游历。1916 年，带领 100
余 人 远 赴 贵 州 ，参 加 护 国 战 争 。 1919
年，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次年离开黔军

投奔孙中山，参加“改造广西同志会”。

1921 年 9 月，回到东兰的韦拔群成立“改

造东兰同志会”。此后，着手组建公民会

和农民自卫军。他写道：“今日处恶境，

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想起好前景，浑身

劲，吞菜也甜心。”

1925 年初，韦拔群参加第三届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

和农民运动策略，回家乡后不久，他在东

兰县武篆区北帝岩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

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培育农运骨干的摇

篮。他先后举办三届农讲所，为右江地

区各县培养 500 余名骨干，这些“种子”

回到一线后，迅速成为燎原之火。1930
年秋，红 7 军主力远征后，韦拔群在右江

地区坚持游击斗争。革命陷入低潮时，

韦拔群先后把 3 个儿子取名为“韦革命”

“韦坚持”“韦到底”，表示了坚定不移的

革命决心。1932 年 10 月，韦拔群遭叛徒

杀害。国民党将他的头颅在东兰、百色、

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

命的群众。韦拔群一家 24 人，17 人惨遭

杀害。

毛泽东曾多次深切谈起：“韦拔群是

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韦拔群是个

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

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百色龙州起义震南疆

1929 年 7 月，邓小平受命赴广西，对

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开展统战

工作，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广西

党的工作。 8 月底，他化装成商人从上

海出发。 9 月初，在香港听取了中共广

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汇报，随后取

道越南抵达南宁。他化名邓斌，公开身

份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俞作

豫向李明瑞建议组建教导总队。此后，

100 多名共产党员进入教导总队工作、

学 习 ，两 个 月 发 展 了 300 多 名 共 产 党

员。随后，为推动对广西警备大队的改

造，李明瑞同意张云逸为警备第 4 大队

大队长，从教导总队调来 100 多名共产

党员作连排干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9 月 27 日 ，俞 作 柏、李 明 瑞 通 电 反

蒋，邓小平等借口没有训练好，将警备第

4、5 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俞作柏、李

明瑞不战而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

即刻准备兵变，把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

拉出南宁，转移至左右江。当时，邓小平

正确分析左右江地区有党组织和近十年

农民运动基础，指出：这给红 7 军的建立

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革命军队与左右

江 农 军 相 结 合 ，是 后 来 起 义 胜 利 的 关

键。邓小平、张云逸率部队进入右江后，

豪绅与反动的警备第 3 大队图谋不轨。

第 4 大队第 1 营和农民自卫军围歼第 3
大队，俘敌千余人，缴枪 700 余支，为起

义扫清了障碍。

1929 年 11 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

示，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

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的斗

争。月底，部队改造工作和建立苏区的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广西前委决定在广

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于百色举行起义，

建立红 7 军，并将广西前委改为红 7 军

前委。

据李天佑回忆，起义前一天晚上，

“大家兴奋地一夜没睡，静坐着等待那庄

严时 刻 的 到 来 。”据 莫 文 骅 回 忆 ，12 月

初，参谋长安排他秘密到街上做一面绣

着黄色镰刀、锤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

军军部字样的红旗。 12 月 11 日早上，

这面旗升了起来，红 7 军正式成立，军

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 3 个

纵 队。同时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

府，主席雷经天。红军指战员领到了新

的 灰 色 军 服 ，军 帽 上 缀 着 醒 目 的 红 五

星。12 日，平马镇举行了上万人的庆祝

大会，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

利。群众唱道：“右江成立苏维埃，平马

成了红海洋。十月里来桂花香，小平云

逸上右江。”

红 7 军在右江地区实行分兵游击，

左江地区很快有 15 个县相继成立了苏

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1930 年 2 月 1
日，根据邓小平传达中央关于龙州起义

的指示和前委建立红 8 军的部署，广西

警备第 5 大队宣布起义，成立红 8 军和左

江革命委员会。这天上午，龙州县城广

场举行了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游

行。左江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

会，有力地策应了右江的革命斗争，并使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邓小平与

韦拔群等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

机，在根据地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

经济、军事和党政建设。以右江苏维埃

政府通令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

耕条例》，提出右江土地革命运动一套完

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原则，特别注意保

护瑶族和高山汉族的利益，苏区各族劳

苦民众扬眉吐气，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

高 涨 。 为 表 达 对 邓 小 平 和 红 7 军 的 敬

意，各族群众唱道：“找龙脉葬祖坟，葬了

百年还是穷。自从来了红七军，再不信

鬼不信神。如今邓斌办共耕，他是穷人

大金龙。”

壮族人民传说“灯花开，贵人来”。

当时流传的壮族山歌《昨夜灯开花》这样

唱道：“昨夜灯开花，红军到我家，妈端墨

米酒，爹敬古丁茶。”人民群众端上自酿

的墨米酒、自制的苦丁茶欢迎红军，生动

形象再现了壮族人民对红军的敬意和

爱戴。

左右江根据地影响深远

1930 年 3 月，红 8 军大部到左江各

县开展工作，余部遭桂系军阀重兵突袭

后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军长俞作豫就

义前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

徒流”的豪迈诗句。红 8 军第 1 纵队历经

半年时间，转战 7000 里，与红 7 军会师并

编入红 7 军。

1930 年 9 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

表邓拔奇到右江，传达李立三以中共中

央名义写给红 7 军前委的信，要求红 7 军

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配合全国

武装总暴动。11 月，红 7 军从河池县北

上，历时 9 个多月，行程 7000 余里，战斗

百余次，于 1931 年 7 月与中央红军会师，

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从

此，红 7 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

泽东、朱德指挥下，转战南北。韦拔群奉

命留下组建第 21 师，在东兰坚持斗争。

桂系军阀先后 3 次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疯

狂“围剿”。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后，右江

革命根据地暂时丧失。

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将土

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

播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祖国南疆，有力

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工农武装割据”

思 想 提 供 了 新 鲜 经 验 。 正 如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央给红 7 军前委的信中所指出

的：“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他

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

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

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

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

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当时的

中 共 中 央 高 度 评 价 百 色 起 义 ，认 为 是

“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

兵变”，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

意义。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

其革命风暴遍及 20 余县，形成了广西革

命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广西的

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震撼

了“西南半壁的反动统治”，并为“农村包

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经验。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树起了反帝斗

争的光辉旗帜。1930 年 2 月 1 日，《中国

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扩大

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除帝国

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

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2
月 12 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

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

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

提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解放运动不

受 任 何 帝 国 主 义 干 涉 ”等 4 项 严 正 声

明。 2 月 19 日，红 8 军和左江革命委员

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声

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大会发出通电，反

对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会后

举行示威游行，还没收了洋人的不法财

产和窝藏在领事馆、天主教堂内的地主

豪绅财产，驱逐了一些破坏左江革命的

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等出境。当时

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在题为

《赤色的龙州》社论中指出，“在数天内

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

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

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中国共产党之

反帝国主义政纲，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

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

产党探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工

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实践。 5 万平方公

里、150 万人口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壮

族占 85%左右，汉族占 10%，瑶族占 4%，

苗、仡佬、毛南、彝等族占 1%左右。这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

创建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也是中国西

南边疆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党在少数

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

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说：“25 岁领导了广西

百色起义，建立了红 7 军。从那时开始

干军事这一行。”他将党中央的指示和

广西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借鉴井

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将

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

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了

农村革命根据地，谱写了中国革命光辉

的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累计培养了 2000 余名共产党员、近万名

战士，不少人成长为开国将领，如大将张

云逸，上将韦国清、李天佑，中将莫文骅、

覃健、韦杰等，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

设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人民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百

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是我们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

力量。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

研究院史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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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革命根据地，也称湘赣苏区，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地

区领导创建的第二个重要的革命根据

地。鼎盛时期，根据地包括赣江以西、

株萍铁路和袁水以南、粤汉铁路以东、

大余以北的湘赣两省 25 个县、2.8 万平

方公里土地、100 万基本苏区人口，与

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互为掎角，有

力地拱卫了中央苏区，在中国革命战

争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再造井冈，红遍
赣水一角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赣

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基础上建

立发展起来的。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指导下，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军

民的奋斗，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分散到

集中，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根据

地之一。

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是湘赣革命根据地形成的重要基

础。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红 4
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

不久，留守井冈山的红 5 军也被迫突

围。留在当地的部分红军和各县赤卫

队，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重建了一些党

组织与红色政权，逐步扭转了湘赣边

界革命形势。1929 年 5 月初，彭德怀、

滕代远率红 5 军主力由赣南回到宁冈，

进一步加强了湘赣边界的武装力量。

5 月 10 日，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第四次

执委扩大会议，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建

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开启了湘赣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历程。

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蓬

勃发展，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

了良好条件。1930 年 1 月，中共湘赣边

和赣西两个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合编

为红 6 军（后改称红 3 军），黄公略任军

长，陈毅任政治委员，继续开辟扩大根

据地。同年 2 月，中共湘赣边特委和赣

西、赣南特委合并组成赣西南特委，成

立了省级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连续组

织 8 次攻打吉安的行动，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土地革命，扩大了赣西根据地。到

1930 年秋，湘赣边、赣西、赣南 3 块区域

基本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湘东南地区

的革命斗争也获得较大发展。1930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

在回师江西途中，连克湘东地区数县，

推动了湘东根据地的形成。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4 月，湘东、赣西两块根据

地在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

逐渐连成了一片。

为统一领导湘赣边、赣西南、湘东

南地区革命斗争，1931 年 7 月，中共中

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以湘东根据地、

赣 西 根 据 地 为 基 础 ，合 并 成 立 湘 赣

省。8 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湘赣省

临时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10 月，中

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湘赣省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

了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王

首 道 、任 弼 时 先 后 任 省 委 书 记 ，袁 德

生 、谭 余 保 先 后 任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至此，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

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领导下，根据地军民把武装斗争、土地

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统一起来，在

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

地。到 1932 年，建立起包括原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在内的苏维埃政

权，党员发展到近 3 万人，雇农工会、妇

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展到近 50 万人。湘

赣红军由最初的游击队、地方武装，逐

步发展壮大成为主力红军。

1934 年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失利，湘赣红军主力红六军团奉

命突围西征，根据地大部陷落成为游

击区，留下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湘

赣边继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艰

苦环境下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发展武装，高擎
战斗旗帜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同

时也是湘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不断

发展壮大的历史。

1930 年 10 月，在红一、红三军团第

二次攻打长沙期间，中共湘东特委合编

组建了红军湘东独立师，刘沛云任师

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由此奠定了后

来湘赣红军的基础。1931 年 2 月，湘东

独立师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1931 年

夏秋，中共湘赣省委决定，将湘东南独

立师和红 20 军第 175 团合编为湘赣红

军独立第 1 师，将湘赣独立第 7 团和湘

南 游 击 队 合 编 为 湘 赣 红 军 独 立 第 3
师。1932 年 1 月，湘赣军区成立，2 月中

旬，湘赣红军独立第 1、第 3 师合编组成

红军第 8 军，列入红三军团建制，成为

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这时，除各县游

击队外，整个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

装发展到 1 个军、2 个独立师、5 个独立

团、7个独立营，共 1.3万余人。

1933 年 6 月，湘赣红军与湘鄂赣红

军合编组成红军第六军团。湘赣红 8
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 17 师，下设 3 个

团，合计 4500 余人。湘鄂赣红 16、红

18 军 分 别 改 编 为 红 六 军 团 第 16、18

师。红六军团组建后，在赣江以西地

区频繁作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围

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

1934 年 7 月 上 旬 ，由 于 第 五 次 反

“围剿”作战的失利，国民党军已深入

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7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

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

展 游 击 战 争 ，创 建 新 的 苏 区 ，以 调 动

“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并与红 3
军取得联系。同时，由中共中央代表

任弼时与萧克、王震共同组成红六军

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作为西

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8 月 7 日，红

六军团第 17、第 18 师和红军学校近万

人开始西征，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封

锁线。12 日，红六军团正式组建领导

机 关 ，萧 克 任 军 团 长 ，王 震 任 政 治 委

员。此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10 月 24
日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湘鄂西红 3 军

胜利会师。在西征中，红六军团指战

员以顽强的斗志连续行军作战，行程

2500 余公里，突破了湘粤桂黔 4 省国民

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中共中

央、中革军委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

在湘赣苏区的艰苦斗争中，红六军

团由地方武装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主力

红军，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巩固

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被称

为飘扬在苏区的一面光辉的战斗旗帜。

功载史册，传承
革命精神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 1929
年 5 月湘赣边界特委决定以永新为中

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算起，到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前后历时近

6 年。加上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其

斗争历史长达 9 年。可以说，湘赣革命

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坚持时间

较长、规模较大、也较为巩固的重要根

据地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和影响。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接传承

发展了井冈山精神。从 1927 年秋毛泽

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到 1930
年 2 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并入赣西南

特委，在 2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朱德、陈

毅、彭德怀等转战湘赣边，不仅为湘赣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而

且形成了对中国革命进程具有广泛深

刻影响的井冈山精神。湘赣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者，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过井冈

山的斗争，既是井冈山精神的实践者，

也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播者。根据地的

中心区域，包含了原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人民群众直接受过井冈山精神的熏

陶。根据地的基本党组织和武装力量，

大都诞生于井冈山斗争的炮火中，一脉

相承并不断发展壮大。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丰富发展

了红色政权建设理论和红军的战略战

术。在中共湘赣省委成立后，根据地进

入全面建设时期。在根据地内，深入进

行土地革命，普遍彻底地分配土地，较

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农业生

产上，出台了兴修水利、奖励开荒等一

系列政策；在工业生产上，建立了造纸、

木材、樟脑等 20 余个小型工矿企业；在

商业上，创办了消费合作社，改善军民

生活；在财政金融领域，设立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成立

造币厂；此外，还兴办了文化、教育、体

育、卫生、邮电等事业。在军事上，湘赣

红军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在战略上强

调实行积极防御的游击战和带有游击

战性质的运动战，以灵活手段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在战术上，坚持“保存自己、

消 灭 敌 人 ”，“打 得 赢 就 打 ，打 不 赢 就

走”，“出没无常，虚张声势，声东击西，

出敌不意，阳此阴彼，利用时机”等一系

列原则，为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完善

作出了重要贡献。

湘赣革命根据地在军事上直接配

合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湘赣革命

根据地从诞生伊始，就是拱卫中央苏区

的战略左翼和西部屏障，湘赣红军除保

卫本根据地外，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

辅助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中央苏区

的前四次反“围剿”，主战场都在苏区的

西部，与湘赣革命根据地仅一江之隔。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湘赣红军广泛开

展游击战斗，使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

第 19 路军等部未能如期到达战场。第

二次反“围剿”期间，湘赣红军以主力北

出破袭国民党军交通要道，并接应由广

西转战而来的红 7 军，为红军主力集结

和迟滞国民党军行动，争取了宝贵时

间。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湘赣革命根

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 7 个师 6 万人的兵

力，保证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湘赣革命根据地

又牵制了国民党军 12 个师 10 万人兵

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六军团

奉命先行突围西征，调动了湘桂两省的

国民党军，打乱了其围追堵截红军的战

略部署，减轻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

略转移的压力。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湘赣边界

的坚持斗争，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的重要支点之一。1936 年 8 月红六军

团突围西征后，湘赣革命根据地留下

了 5 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共 5000 人

枪，在谭余保、彭辉明、刘培善等人领

导下坚持斗争，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

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并保

存和锻炼了大批骨干，起到了支援全

国革命的作用。1937 年 11 月，历经三

年 游 击 战 争 淬 炼 的 湘 赣 边 红 军 游 击

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2 团第

1 营，由此开启新的革命历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论形势

如何险峻、斗争如何复杂，在湘赣边这

片土地上燃起的革命火焰始终不曾熄

灭，在这片土地上所培塑的精神、锻造

的队伍，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书

写了新的辉煌。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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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早期革命根据地及主要创建者

本报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者谷

业凯）记者从 15 日召开的中国国际软

件博览会（以下简称“软博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1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

际软件博览会将于 8 月 26 日—28 日在

杭州举办。

当前，我国不断推进产业基础升

级、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数字化发展，

强化关键软件供给，软件产业保持增

长。今年以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业务收入快速增长，软件出口

增长平稳，云服务、大数据服务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加快。1—4 月，我国

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25719 亿元，

同比增长 25%；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2885 亿元，同比增长 20.5%；软件业实

现出口 1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5%。

据介绍，本届软博会由中国电子

信息行业联合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杭州市政府主办，主题是“软件

赋能 数智未来”，将安排展览展示、互

动体验、精彩赛事、成果发布、平行论

坛等多项活动。此外，软博会期间还

将发布多项行业成果，举办主论坛和

20 余场平行论坛，就数字化改革、人工

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产业热点话题

展开讨论。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 8月举办
本报雄安 6 月 15 日电 （记者张志

锋）日前，雄安新区完成首笔“链上”数字

人民币工资代发，新区今年春季造林项

目建设者以“数字人民币”形式领到工

资 ，这 是 全 国 首 批“区 块 链 +数 字 人 民

币”应用场景之一。

这项业务由施工方通过雄安“区块

链资金支付平台”发起“数字人民币”工

资支付申请，将建设者的数字钱包 ID、

发放金额等信息上链存证，银行根据链

上拨付申请，将工资款从施工方对公钱

包以数字人民币形式批量发放至建设者

对私数字钱包。

目前，雄安新区已启动新区建设者

之家一、二号营地数字人民币试点消费

场景搭建工作。

2019 年底，雄安新区启动数字人民

币试点。当地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

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

据了解，数字人民币简单等同于现

金人民币，只是呈现形式不同。“数字人

民币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支付选择，商

户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资金可实时到

账，方便快捷，且没有手续费。”该负责

人说。

雄安新区完成首笔“链上”数字人民币工资代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