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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资产名称

二楼全部摊位

详细地址

高邮市新闸南路
33号

欣华农贸市场

面积（M2）

1500

租赁期限（年）

5

年租金参考价
（万元/年）

5

租金收取方式

一次性缴清

竞租保证金
（万元）

1.5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城运基
础设施服务有限公司定于2025年1月
20日上午10:00 在扬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对以下房产
进行网上公开招租：（见附件）

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请参见招租
单位招租公告（公告发布网址：http:
//ggzyjyzx.yangzhou.gov.cn/gy -
fzx/ 产权交易）。

有意者请在2025年 1月 6日 10
时00分至2025年1月17日16时30
分，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
分中心网站（http://ggzyjyzx.yang-
zhou.gov.cn/gyfzx/）交易响应方登
入注册报名，缴纳保证金。（挂牌报名

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承租方，按 5个
工作日为周期延迟，最多延迟 2个周
期，竞价时间同期顺延）。

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扬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行：
中国银行扬州分行高邮支行营业部，
账号：514473149308。

缴纳保证金时请务必使用注册账
号时所使用的银行卡缴纳，并请备注
保证金缴纳码。

标的展示时间：2025年1月6日
至2025年1月17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高邮镇新河南
路199号

咨询电话：19850546355（王先
生，招租单位）

0514-84394986（崔先生，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地址：高邮市海潮东路
997号，高邮市政务服务大厅四楼406
室）

财 政 局 监 督 电 话 ：0514 －
84610773（汤先生）

高邮市城运基础设施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1月6日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现定于2025年1月21日上午

10:00在少游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对10辆轿车、
小型客车等进行拍卖，参考价为0.3—1.8万元不等，
以实际情况为准，每辆车需交竞买保证金1万元。
详情请咨询扬州市少游拍卖行。

有意者请于2025年1月20日下午3:00前携带
保证金进账单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报名
手续，账户名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高 邮 市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文 游 支 行, 账 号 ：
3210840401201000338482。

标的展示时间：2025年1月19日至1月20日
单位地址：高邮市新237省道城南经济新区中

心大道二手车交易市场内
咨询电话：0514－84065111 10056324888（陈

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吉女士）

公车拍卖公告

朱军华，1976年1月出生，1990年北京
亚运会期间开始涉足收藏，热衷集报三十五
个春秋，现为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常务理
事、高邮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高邮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席。

朱军华多年来致力于抗战老报刊、红色
书报刊、清朝民国老报刊的收藏与整理工作，
现已收藏各类老报纸5万多份，其中清朝报
纸200多种、民国解放区报纸1000多种，其
中包括大量的文物级精品。如光绪年间的
《新民丛报》创刊号、《知新报》创刊号、《外交
报》创刊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文献——
《向导》周报、《热血日报》《红色中华》；珍贵的
抗战历史报刊——刊登九一八事变爆发的
《北平晨报》、对开《抗敌画报》、报道南京大屠
杀消息的《新华日报》等等，朱军华收藏并且
读到了大批第一手的红色史料，老报纸带给
他的是真实历史，这种感觉是一般人所体会
不到的。

缘起亚运会《晚报》

1990年，朱军华读高一。一天，班上有
位同学拿着一张《中国体育报·晚报》在看，引
来很多同学围观。当时正值北京亚运会，全
国人民都在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比赛成
绩。而这份报纸本身图文并茂，印刷精美，于
是，在班级同学看完报纸后，朱军华便将这份
1990年9月25日出版的《中国体育报·晚报》
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这份报纸便成了朱军
华人生中第一份藏品。

从那以后，朱军华便对报纸收藏产生了
浓厚兴趣，并一发不可收。他经常利用课
余时间到学校、卫生院、文化站等单位“讨
要”报纸，渐渐地他手中各种各样的报纸多
了起来。刚开始集报时，全靠邮电局里的
报刊征订目录找全国各地的报社，然后写

信过去，请他们支持。有时候为了增加报
社回寄报纸的可能性，他还经常在信件中
夹寄现金跟他们购买。那时的报社绝大多
数能回寄他所需要的报纸，甚至还把一些
报纸送给他。

朱军华清楚地记得，听人说南京朝天宫
古玩市场经常有旧报纸，他便经常光顾。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上海小报只合两
元一份，他一下子全包了，里面还包含一份
1949年 10月1日的《大报》，这可是难得的
捡漏啊，让他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用朱军
华的话说：“那时候还不叫集报，充其量叫

‘集报启蒙’。”
几年后，朱军华从《新华日报》上一则刊

登海门人倪健收藏报纸的故事中了解到，原
来这世界上不止他一个人喜欢收藏报纸，于
是他当即写信与那位集报人联系，并很快收
到了回信，由此被带进广阔无边的集报圈。
从此，他的藏友越来越多。2001年11月20
日，全国性集报组织——中国报业协会集报
分会筹委会公布了新增筹委会委员名单，朱
军华名列其中。此后，朱军华的报纸收藏越
来越得心应手，藏品也慢慢地由普通报纸向
专题报纸、早期报纸，特别是红色报纸和抗战
报纸方向发展。

此时的朱军华已不再满足于逐一写信向
报社索报了，而是与全国各地的集报爱好者
交流，互通有无，很快就集到了数千种报纸，
也买到了部分晚清、民国时期的报纸，包括
在以前看来近乎于奢望的民国时期的《新华
日报》《江潮报》《大公报》等，还有光绪年间
的《申报》。朱军华的藏品便有了一些早期精
品。

矢志不渝成“报痴”

朱军华收藏报纸30多年来，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他一有时间就钻进自
己的集报小屋，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乐
趣。30多年来，朱军华在老报纸上花了多少
钱从未计算过，反正看到好东西就想尽办法
买。起初家人有些反对，朱军华尽量压缩购
买报纸的金额。产生一些社会影响后，家人
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慢慢支持他。

2009年夏天，朱军华一家三口到北京旅
游，存着“私心”的他特地选择在闻名全国的
潘家园旧货市场附近入住，他无心陪妻女观
赏景点，一心放在“淘宝”上，借机去潘家园市
场拜访报友和交易。期间一位做旧书生意的
朋友说他有一份破损的民国创刊号报纸，说
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军华一下子来了劲。当
看到了那份《新华日报》报头下面标为战时太
南版，而且还真是创刊号时，朱军华心中一阵
暗喜，这份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创刊的
《新华日报》他压根儿没听说过，询价时，虽然
报纸品相不好，但对方报价还特别高，由于身
上没有这么多钱，犹豫了半天，朱军华还是没
现场拍板拿下。旅游结束回到家，朱军华的
心中还是惦记着那份《新华日报》，并在电脑
和新闻史图书上查阅资料，证实了那是一份

特别珍贵的报纸，终于不惜代价买了下来。
就这样，一份石印的《新华日报》战时太南版
创刊号被他收入囊中。“到目前为止，全国民
间没有发现第二份《新华日报》战时太南版创
刊号，它的珍贵之处在于该报是在抗战形势
异常紧张（敌寇对我太南地区进行包围扫荡）
的时刻以号外的形式机动出版，发行量极少，
保存至今特别罕见。”朱军华如是说。2012
年，由中国报业协会组织的评比将该报评为

“中国集报精品”。
朱军华奔赴数千里，抢购精品号外同样

也是集报界至今仍在传诵的佳话。2013年
的某一天，朱军华在浏览某收藏网站时，忽然
看到有几份刚上传的《新华日报》太行版号
外。虽然价高，但朱军华说什么也不愿失去
这次机会，因为这是几份抗战胜利前后出版
的《新华日报》太行版号外。朱军华先试探地
与对方取得联系，想去他那边当场看货，征得
卖家同意后，第二天下午朱军华便赶到泰州
坐大巴赶赴河北石家庄一郊县。由于卖家所
处位置太偏僻，加之当时交通还不那么发达，
朱军华辗转多地才来到那位卖主家中。那几
份《新华日报》太行版号外，内容有苏联对日
宣战、日本乞求投降、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战进
入反攻阶段、蒙古国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越过

“伪满”边境、日本无条件投降等，其中相同的
一份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号外曾在建川博物馆
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一批非常珍贵的
抗战文献，朱军华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批宝
贝。

志存高远集“精品”

朱军华在抗战历史报刊收藏专题上更是
煞费苦心，取得了一系列让全国集报界和收
藏界刮目相看的成绩。然而，他志存高远，始
终不满足于这一切，定位在收藏清代、民国、
抗战和红色报纸“精品”上去挖掘，努力达到
一个质的飞跃。

出于对《新华日报》的热爱，多年来，朱军
华下大力气寻觅心仪的《新华日报》，目前已
经收藏到了一千多份早期的报纸。包括创刊
初期较为稀见的百余份《新华日报》汉口版，
还有《新华日报》重庆版、华北版、战时太南
版、太岳版、太行版、华中版、南京版、西南版
等。光就品种来说，一下子可拿出《新华日
报》早期的九个版本，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朱军华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高价购
买了大批珍贵革命文献——邓小平主编的
《红星》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张太雷
主编的《人民周刊》、伪装版《红旗》周报、八路
军新四军报纸等。

布展建馆增“效应”

随着手中的报刊藏品越来越多，朱军华
开始尝试举办展览宣传集报和传播红色记
忆。他从2010年10月开始办展，曾多次单
独或者联合举办报纸展览，四次应邀赴京参
加全国性大展。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厦

门、无锡、扬州、宿迁、泰州、常州、昆山、郑州、
淮安等地办展。每到一处，当地媒体都予以
关注并积极宣传。

2010年11月19日，在好友项俊东的支
持下，朱军华在本市职教中心举办了“新四军
解放高邮城65周年纪念封发行暨抗战专题
报纸展”，向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一份1945年
12月27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中版，这份报
纸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军（新四军）解放高邮，
是已知最早报道该战役的报纸。它不仅是高
邮战役的历史见证，也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纪念馆的顺利建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
是已集报20年的朱军华第一次举办个人报
展。

2021年4月23日，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
办，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和新华日报社扬
州分社承办的“恰百年风华正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党报展在南京
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隆重举行，由朱军华
提供全部展品。本次展览吸引了大量的单位
或游客来此集中学习或参观，《新华日报》多
次予以跟踪报道。本次展览的展品档次、参
观人数、社会影响均为集报界一流。

2018年 9月 2日，朱军华在高邮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市文旅集团合作建
成了全国第一家抗战报纸博物馆——“苏中
抗战老报馆”，该馆拥有5000多件藏品，包
含了大批抗战文献，成为4A级景区——抗
日战争最后一役文化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家乡高邮的文化事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默默
奉献着。

彰显大爱献“宝藏”

多年的收藏，让朱军华厚积薄发。2015
年8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由朱军
华主编的全国第一部大型抗战报纸图集——
《老报纸记录的抗战》，被中国报业协会以其
名义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军事博
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大型文博
单位。

此后，朱军华还参与和正式出版了《日本
报纸记录的侵华史实》（副主编）、《铁证：吹响
全民抗战号角的国统区报刊》（与刘广金共同
主编）、《中共早期党报图录》（主编）、《以报为
证：老报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同
主编）等收藏类图书。其中部分书籍被国博、
军博、国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及清华、
北大、复旦、南大等全国一流高等学府图书馆
收藏。

2019年 4月 23日，由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主办，扬子晚报和新华日报社扬州分社承
办的“展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纪
念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70周年”红色
报纸展览在新华报业传媒艺术馆隆重举行，
朱军华在现场将一份70年前出版的载有毛
主席朱总司令发布渡江命令的《新华日报》
华中版赠送给报社。之后的几年时间，朱军
华又多次向新华日报社无偿捐赠数十件收
藏精品。

朱军华集报35载赓续红色记忆
□ 葛国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