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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5月毛泽东阐明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1193)

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七大”发言中总结的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1193)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1194)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一⋯⋯⋯”(1195)

。{194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一·(1195)

{1948年1月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总结⋯一：．．．⋯⋯⋯⋯⋯⋯⋯⋯·：⋯⋯⋯⋯·(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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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政策⋯⋯⋯⋯⋯⋯⋯⋯⋯(1197)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劳动节口号．．．⋯⋯⋯⋯⋯⋯⋯⋯⋯⋯⋯”⋯⋯，(1197)‘ ．i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政策⋯⋯⋯⋯⋯一⋯“⋯⋯⋯⋯·⋯⋯(1197)

7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指示⋯⋯·．．⋯⋯⋯⋯一⋯．．．“⋯·(1198)

r一1949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协助接管上海的指示⋯⋯⋯．，．⋯·?·(1198)

1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同盟性质问题的指示．⋯⋯⋯⋯⋯⋯⋯⋯⋯．．．⋯⋯⋯⋯(1198)

l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i 7⋯·⋯···⋯··⋯···，···⋯⋯··⋯⋯⋯⋯⋯⋯⋯···⋯······⋯·⋯··，···j?‘j··⋯··⋯⋯⋯···(1199)

：：1950年3月李维汉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1199)’
j1950年4月周恩来关于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用的讲话⋯⋯⋯⋯⋯-．．⋯⋯⋯⋯⋯(1199)

’

1950年4月周恩来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座谈会上关于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谈话⋯⋯⋯

{ ，⋯·⋯···⋯···⋯⋯·’?⋯··⋯⋯⋯···⋯·⋯···⋯⋯··‘⋯···⋯!’⋯⋯⋯⋯⋯⋯⋯⋯⋯··‘(1200)
、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失业、学习等问题的指示⋯⋯⋯⋯⋯(1200)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战略策略方针⋯⋯⋯⋯⋯“⋯⋯⋯(1201)

j 1950年6月周恩来论全国政协党组活动的方针⋯⋯⋯⋯⋯⋯⋯⋯⋯⋯⋯⋯⋯⋯⋯⋯．(1201)

f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201)

‘195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派党员参加土地改革的指示⋯⋯⋯⋯⋯⋯⋯⋯(1202)

j 1950年11月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一(1202)
1950年11月薄一波总结的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四点经验⋯⋯⋯⋯⋯⋯⋯⋯⋯⋯(1202)

1951年1月中央统战会议拟定的协助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1202)
i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小“⋯⋯⋯·(12'03)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镇反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
，’

。

··-⋯⋯⋯·⋯⋯⋯⋯··⋯⋯，⋯⋯⋯⋯⋯⋯⋯⋯⋯⋯⋯⋯⋯⋯．⋯⋯⋯·．⋯⋯⋯⋯⋯(1203)

；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各级政府中配备适当数目的党外人士的指示⋯⋯⋯⋯⋯⋯(1204)

鼍1951年3月毛泽东对川I西区党委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示⋯⋯(1204)

；1951年4月李维汉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和方法⋯⋯⋯(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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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土改和镇反中对高级民主人士家属照顾和宽大处理的规定⋯⋯ 。j?

i!⋯·。‘⋯·⋯j··⋯⋯·‘⋯’。‘⋯⋯·’：’‘。···。⋯⋯⋯⋯⋯：。⋯·：·⋯⋯·⋯····‘i··⋯······。·····(1205) j』J
， i 1951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人士”的定义⋯⋯⋯⋯⋯⋯⋯⋯⋯⋯⋯⋯⋯⋯(1205) 1

， 1952年6月周恩来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1205)’． ，

1952年6月全国省市政协秘书长会议对政协性质的认定⋯⋯⋯⋯⋯“⋯⋯⋯⋯．．．⋯(1206)

1952年6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j⋯⋯⋯．(1206)’ j

：。1952年6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关于民主建国会工作的要点⋯⋯⋯⋯⋯⋯⋯⋯⋯⋯．．(1207) f一

， 1952年6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1207)
j

j 1952年8月颁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1207)’／
1952年9月毛泽东就民主建国会工作方针致黄炎培的信⋯⋯⋯⋯⋯⋯⋯⋯⋯⋯⋯⋯：(1208)!

，1952年10月周恩来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的谈话⋯．．．⋯⋯⋯⋯⋯⋯(1208)．； J

’1953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的组织问题⋯⋯(1208)7． ‘l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 1
安排方案的意见⋯mof oem⋯⋯⋯o⋯⋯⋯⋯⋯⋯⋯⋯⋯．．．⋯⋯’⋯⋯⋯⋯．．．⋯⋯⋯⋯⋯(1209)，’ ．1
1954年12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1209), 1

； j 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党内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谈话’⋯⋯⋯(1209) ， 1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210) 1

1955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加强对民主建国会领导的若干意见÷⋯⋯⋯⋯⋯⋯⋯⋯一(1210){，、 j
’， 1955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指示⋯⋯⋯⋯⋯⋯⋯⋯⋯⋯⋯⋯⋯⋯(1211)：· 1

1956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 j
党召开中央会议需要解决的一些情况的报告⋯⋯⋯⋯⋯⋯⋯⋯⋯⋯⋯⋯⋯⋯⋯⋯⋯(1211)} _『'

195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的1956年到1962年统战工作方针⋯⋯⋯⋯⋯⋯⋯一⋯⋯(1211)i

1956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籼⋯⋯⋯⋯(1212)：， 。

1956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统战部门进行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的意见⋯⋯⋯(1212) l
1956年6月李维汉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中对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的概括⋯⋯(1212) ●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的阐述·：．．．⋯⋯⋯．．．．⋯⋯·(1212) I
1956年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121奎)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两个文件提出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i213)

．’1956年12月颁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章程⋯⋯⋯⋯⋯⋯⋯⋯”：⋯⋯⋯⋯⋯⋯⋯⋯⋯⋯(1213)。 ，j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检查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的指示，l。 }，I

，‘⋯。⋯⋯⋯⋯⋯．·⋯．。⋯⋯⋯⋯．”⋯⋯⋯⋯：．．⋯⋯．。⋯⋯⋯。：“⋯⋯⋯⋯-．r⋯⋯⋯(i213)。：。：

． 1957年4月周恩来谈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1214)’
； 1957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j⋯⋯⋯(1214) ’、一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一⋯⋯“(1215)。．，自

1958年11月周恩来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讲话⋯⋯’⋯⋯⋯⋯⋯⋯⋯⋯“：⋯⋯i⋯⋯”(1215)。’ 渊
1959年元旦宴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宣布的“五不变”政策⋯⋯⋯⋯⋯⋯⋯(1215)

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 ，

不进行反右倾的整风运动的意见⋯⋯⋯⋯⋯⋯⋯⋯⋯．．．⋯⋯⋯⋯⋯．．．⋯⋯⋯j⋯⋯一(1215)t 、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资产阶级分子高薪、病假工资和退职退休等问题的指示⋯(1215)。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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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精简下放支援生产第一线问题的几点意见·

。， ．⋯⋯⋯⋯⋯．i．⋯⋯·⋯．．⋯⋯···⋯⋯⋯····⋯⋯⋯i·⋯⋯⋯·⋯··⋯·，··⋯··j⋯··⋯···(1217)

} 196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中继续贯彻对资产

。； 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o⋯⋯⋯⋯⋯⋯⋯⋯⋯⋯⋯⋯⋯⋯⋯⋯⋯⋯⋯⋯”(1217)

i 1962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论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和新发展⋯⋯⋯’(1217)

，．j 1962f111 5月李维汉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一(1218)

t’ ．、 196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党的统战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突出问题．j⋯⋯⋯⋯一(1218)

i，。，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春节祝辞⋯⋯⋯⋯⋯⋯⋯⋯⋯⋯⋯⋯(1218)
j l 1964年1月中央统战部提出的今后两年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1219)

● i 1965年8月彭真提出的对党外人士“松一松”的方针⋯⋯⋯：⋯⋯⋯⋯⋯⋯⋯⋯⋯⋯“(1219)

‘1969年5月周恩来关于不要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信⋯⋯⋯⋯⋯⋯⋯⋯⋯⋯⋯⋯·“(1219)

。、1975年5月周恩来关于在统战工作中坚持民主协商的批示⋯⋯⋯⋯⋯”·⋯⋯⋯”n“(1219)
。 j’，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1220)

1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对台工作任务和组织机构问题的通知⋯⋯(1220)
。

-．’(四)民族政策⋯j⋯⋯⋯⋯⋯⋯⋯⋯“一·：⋯⋯⋯⋯：⋯⋯⋯⋯⋯⋯⋯?⋯⋯⋯··：⋯⋯⋯(1220)

j。’中共“二大”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主张⋯⋯⋯⋯⋯⋯⋯⋯⋯⋯⋯⋯⋯．．⋯⋯⋯⋯⋯⋯·(1220)

中共“三大”关于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主张⋯⋯⋯⋯⋯⋯⋯⋯⋯⋯⋯·．．⋯¨⋯⋯⋯⋯

1925年10月中共扩大的四届二中全会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

，1929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内蒙工作方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有关民族政策的规定⋯“⋯一：⋯⋯⋯⋯⋯”⋯⋯⋯⋯．．⋯⋯⋯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工作方针⋯⋯⋯⋯⋯⋯⋯⋯⋯⋯⋯⋯

二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提出的政治主张⋯⋯⋯

、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提出的政治主张⋯⋯⋯⋯⋯

j1936年8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内蒙统战工作方针⋯⋯⋯．．．⋯⋯⋯⋯⋯⋯⋯⋯⋯⋯⋯⋯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提出的内蒙工作方针⋯⋯；⋯⋯⋯⋯⋯··

、1 1937年7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内蒙工作方针⋯⋯⋯⋯⋯⋯⋯⋯⋯⋯⋯··；⋯⋯⋯⋯⋯⋯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少数民族工作方针⋯⋯．．．⋯⋯⋯⋯⋯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

。 j。194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基本批准的对回族的政策⋯⋯⋯⋯⋯⋯⋯⋯“⋯⋯⋯⋯

，， 1940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基本批准的对蒙古族的政策：⋯⋯一⋯⋯⋯．．．⋯⋯⋯⋯“

。：4 j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少数民族政策⋯⋯⋯⋯⋯⋯⋯“·

炙，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内蒙古工作方针⋯⋯⋯⋯⋯⋯⋯⋯⋯⋯⋯⋯⋯⋯⋯⋯

．．，

’‘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
●■W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的西北局关于伊盟问题基本政策的指示⋯⋯⋯⋯⋯··籼·

，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满族的政策⋯⋯⋯⋯⋯⋯⋯⋯⋯⋯⋯⋯⋯⋯⋯⋯⋯⋯

r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一⋯··：··：⋯⋯

，? ，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新方针⋯⋯⋯⋯⋯⋯⋯⋯·一

。 ， ；． 1949年11月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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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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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1227)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1227)：

1950年6月周恩来谈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针⋯⋯⋯⋯⋯⋯^⋯⋯⋯⋯(1228)

1950年7月邓小平阐述的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1228)

“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一⋯⋯⋯·一⋯⋯⋯⋯⋯⋯⋯(1228)

1951年5月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1228)．
’

1951年12月李维汉阐述的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1229)

1952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229)

1952年2月政务院关于地方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实施办法⋯⋯⋯⋯⋯⋯⋯⋯⋯(1229)

1952年2月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2 2．9)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应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指示⋯⋯·(1230)
195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指示⋯⋯⋯⋯⋯⋯⋯⋯⋯⋯⋯⋯⋯⋯·P(1230)

1953年7月全国统战会议提出的过渡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任务和有关政策⋯⋯⋯⋯⋯(1230)

1954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总路线的意见⋯⋯⋯⋯⋯⋯(1231)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嘶⋯⋯⋯⋯⋯(1231)+

1956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1231)’．

1956年7月李维汉对予和平改革的八条看法⋯⋯⋯⋯．．．⋯⋯⋯⋯⋯⋯⋯⋯⋯⋯⋯⋯(1232)’

1956年7月中共中央对于四川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民主改革的指示⋯⋯⋯⋯⋯⋯⋯(1232)}

1957年8月周恩来关于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籼⋯⋯⋯⋯⋯⋯⋯(1232)j
7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平息西藏达赖集团叛乱事件的方针⋯⋯⋯⋯⋯⋯⋯⋯⋯⋯(1233)：

1961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一⋯⋯⋯⋯⋯⋯⋯⋯⋯⋯·’⋯’(1233){， ，

、1961年9月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j⋯⋯⋯⋯·(1233)i

1978年6月新疆自治区党委关于新疆牧区划阶级成分问题的请示报告⋯⋯⋯⋯⋯⋯(1234 7)
’’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支付未叛领代分子和寺庙赎买金及银行冻 、

结存款的请示报告⋯⋯⋯⋯⋯⋯⋯，⋯⋯⋯⋯⋯⋯⋯⋯⋯⋯⋯⋯⋯⋯⋯⋯⋯⋯⋯⋯”(1234) ’，

’(五)宗教政策⋯⋯⋯⋯⋯⋯⋯⋯⋯⋯⋯⋯“⋯⋯⋯⋯⋯⋯⋯⋯⋯⋯⋯⋯⋯⋯⋯⋯⋯·(123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宗教政策的规定⋯⋯⋯⋯⋯⋯⋯”?⋯⋯⋯⋯⋯⋯⋯⋯(1235)：+

194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一一(1235)i 。

1950年5周恩来谈对待基督教问题的方针⋯：⋯⋯⋯·?⋯⋯⋯⋯⋯⋯．．．⋯⋯一⋯⋯⋯(1235)、 {

1950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的乌兰夫等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1235)‘’：

．195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k⋯．．．⋯⋯⋯⋯⋯⋯⋯⋯⋯⋯(1236) 、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吖⋯⋯⋯⋯(1236) _’，

195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汉民族中佛教问题的指示⋯⋯⋯⋯⋯⋯⋯⋯⋯·"⋯⋯⋯⋯，(1237) Z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工作的指示⋯⋯⋯⋯⋯⋯⋯⋯⋯⋯_⋯⋯⋯⋯⋯⋯(1237) ／ 、．。

1954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宗教工作的任务和方针⋯⋯⋯⋯⋯⋯⋯．⋯!⋯⋯⋯⋯⋯··(1237) f

1956年5月周恩来关于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要互相尊重的谈话⋯⋯⋯：⋯⋯⋯⋯⋯⋯一(1238) { I
， (六)侨务政策⋯⋯⋯⋯⋯⋯⋯⋯⋯．⋯⋯⋯⋯⋯⋯⋯⋯⋯⋯⋯⋯⋯⋯⋯．．．⋯⋯⋯⋯⋯(1238) 、{、。

1r 1951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的处理印尼华侨国籍问题三原则⋯⋯⋯⋯⋯⋯⋯⋯⋯⋯⋯(1238) t ＼、

195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侨委党组对土改中处理华侨土地财产的办法⋯⋯⋯’⋯(1238)：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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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1238．)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及中侨委党组关于侨汇及华侨投资问题的报告

、 ⋯···⋯···：··：··?⋯···⋯⋯⋯⋯··⋯····⋯⋯···⋯⋯·····⋯···⋯····⋯··⋯⋯⋯⋯⋯⋯(1239)

1955年2月中共中决批转的中侨委党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侨汇问题的报告⋯⋯⋯⋯；

·⋯⋯···⋯⋯···⋯⋯··一⋯⋯⋯⋯⋯⋯···⋯··⋯⋯⋯···⋯····⋯⋯⋯··⋯⋯⋯··j⋯⋯(1239)

195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239)

1956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的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与政策⋯⋯⋯⋯⋯⋯⋯⋯⋯⋯⋯(1239)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侨委党组关于归侨、侨眷加人人民公社后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的请示报告⋯⋯⋯⋯⋯⋯⋯⋯⋯⋯⋯⋯⋯⋯⋯⋯⋯⋯⋯⋯⋯⋯⋯⋯⋯⋯⋯⋯⋯⋯⋯(1240)

、。1958年12月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拟定的关于华侨学生工作的几点意见⋯⋯⋯⋯⋯⋯(1240)

195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中侨委关于争取完成1959年侨汇任务的报告⋯⋯⋯⋯⋯⋯．(1240)

1961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侨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对平调侨眷、归侨房屋家具，侵占

侨汇等的处理意见⋯⋯⋯⋯⋯⋯⋯一⋯⋯⋯⋯⋯⋯⋯⋯⋯⋯⋯⋯⋯⋯⋯⋯⋯⋯⋯⋯(1240)

1961年9月中侨委、公安部关于进一步贯彻侨务政策正确处理归侨中若干问题的通知⋯⋯‘

{ ‘⋯’?‘⋯‘’⋯⋯。‘。。⋯’’⋯⋯⋯’’。⋯⋯’⋯‘。‘⋯⋯⋯’’‘。’。⋯’。t⋯‘。。⋯‘‘‘⋯。’⋯⋯⋯⋯．(1240)‘

，}1962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中侨委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1241)‘

。，(七)统战组织⋯⋯⋯⋯⋯⋯⋯⋯⋯⋯⋯．．．⋯·t⋯⋯⋯⋯⋯：⋯⋯⋯⋯⋯⋯⋯⋯⋯⋯⋯(1241)

：。非宗教运动大同盟⋯⋯⋯⋯⋯⋯⋯⋯⋯⋯⋯⋯，⋯⋯⋯⋯⋯⋯⋯⋯⋯⋯⋯⋯⋯⋯⋯⋯(1241)

．j黄埔军校⋯⋯⋯⋯⋯⋯⋯⋯⋯⋯⋯⋯⋯⋯⋯⋯⋯⋯⋯⋯⋯，．．⋯⋯⋯⋯⋯⋯⋯”．，．⋯“(1242)

i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o(1242)

。． 1，反帝大同盟⋯．．．⋯⋯⋯⋯⋯⋯⋯⋯⋯⋯．．．⋯⋯⋯⋯⋯⋯⋯⋯⋯⋯⋯⋯o⋯⋯⋯⋯⋯·(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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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1286)

I． 雾社起义⋯⋯⋯⋯⋯⋯⋯⋯⋯⋯⋯⋯⋯⋯⋯⋯⋯⋯⋯⋯⋯⋯⋯o⋯⋯⋯⋯一⋯⋯⋯(1286)

f 哈蜜起义⋯⋯⋯⋯⋯⋯⋯⋯⋯⋯⋯⋯⋯⋯⋯⋯⋯⋯⋯⋯⋯⋯⋯⋯”．．．⋯⋯“⋯“⋯⋯(1286)
， ，f瑶民起义⋯⋯⋯⋯⋯⋯⋯⋯⋯⋯⋯⋯⋯⋯⋯⋯⋯⋯⋯⋯⋯⋯⋯⋯⋯⋯⋯⋯·+⋯⋯⋯·(1287)
l‘j丘北苗民起义⋯⋯⋯⋯⋯⋯⋯⋯⋯⋯⋯⋯⋯⋯””⋯⋯⋯⋯“⋯⋯⋯⋯⋯⋯⋯⋯⋯”(1287)

．' 福建事变⋯⋯⋯⋯⋯⋯⋯⋯⋯⋯⋯⋯⋯⋯⋯一⋯⋯⋯⋯⋯⋯⋯⋯⋯一⋯⋯⋯⋯．．．(1287)
，。。’， 革屯起义⋯．．．⋯⋯⋯⋯⋯⋯⋯⋯⋯⋯⋯⋯⋯⋯⋯⋯⋯⋯⋯⋯⋯⋯⋯⋯⋯⋯⋯⋯⋯⋯(1288)

托 第二次国共合作⋯⋯⋯⋯⋯⋯⋯⋯⋯⋯⋯⋯⋯⋯⋯⋯⋯⋯⋯⋯⋯⋯⋯⋯⋯⋯⋯⋯⋯(1288)

l，：i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1288)
I；’ 西北大联合⋯⋯⋯⋯⋯⋯⋯⋯⋯⋯⋯⋯⋯⋯：⋯⋯⋯⋯⋯⋯⋯⋯⋯⋯⋯⋯⋯⋯．．⋯⋯(1289)

～

1935年底中共与杨虎城的谈判⋯⋯⋯⋯⋯⋯⋯⋯⋯⋯⋯⋯⋯⋯⋯⋯⋯⋯⋯⋯⋯⋯”(1289)
1936年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1289)，

f、； 红军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谈判⋯⋯⋯⋯⋯⋯⋯一⋯⋯⋯⋯⋯⋯⋯⋯⋯⋯⋯⋯⋯⋯⋯(1290)
j 绥远抗战⋯⋯⋯⋯⋯⋯⋯⋯⋯⋯⋯⋯⋯⋯⋯⋯⋯⋯⋯⋯⋯⋯⋯⋯⋯⋯⋯⋯⋯⋯．．．⋯(1290)

i， 。； 七君子事件QIO,QIO OOO⋯⋯⋯⋯⋯⋯⋯⋯⋯⋯⋯⋯⋯⋯⋯⋯⋯⋯⋯⋯⋯⋯⋯⋯⋯⋯⋯··(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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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通志 _1 』 ⋯l

，———’——’—。’—————-_——————-_—‘_，——————-‘——_●——_--—_—●——————————-——————_—_—_—-—_—————-—————●——————，———_——--———一，．。‘
．．

：，

1937年初国共两党西安谈判⋯⋯⋯⋯⋯⋯⋯o⋯⋯⋯一⋯⋯⋯⋯⋯⋯⋯⋯⋯⋯⋯⋯(1291) i I
1937,年3月国共两党杭州谈判⋯⋯⋯⋯⋯⋯⋯⋯⋯⋯⋯⋯⋯⋯⋯“⋯⋯⋯⋯⋯．．．⋯(1292) 1

1937年6月国共两党庐山谈判⋯⋯⋯⋯⋯⋯⋯⋯⋯⋯⋯⋯⋯⋯⋯⋯⋯⋯⋯⋯··：⋯”(1292) I

1937年7月国共两党庐山谈判⋯⋯⋯⋯⋯⋯⋯⋯⋯⋯⋯⋯⋯⋯⋯⋯QOO O'·O⋯”⋯⋯⋯(1293) ．，‘

。：何鸣事件⋯⋯⋯⋯⋯⋯-⋯⋯⋯⋯⋯⋯⋯⋯⋯⋯⋯⋯⋯“⋯⋯⋯⋯⋯⋯⋯⋯⋯⋯”一(1293) j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南京谈判⋯⋯⋯⋯⋯⋯．．．⋯⋯⋯“⋯⋯⋯⋯⋯⋯⋯⋯⋯⋯⋯⋯(1294) ?

’抗战时期中共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统战工作⋯⋯⋯⋯“‰⋯⋯⋯⋯⋯⋯(1294) ；

抗战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统战工作⋯．．．⋯⋯⋯⋯⋯．．．⋯⋯⋯⋯⋯(1295) ’、

。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1296)．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j⋯⋯⋯⋯⋯⋯⋯⋯⋯⋯⋯⋯⋯⋯⋯⋯⋯·‘⋯⋯⋯⋯⋯(1296) ，

博山惨案．．．⋯⋯⋯⋯⋯⋯⋯⋯⋯⋯⋯⋯⋯⋯OOO O·0⋯⋯⋯．．．；⋯⋯⋯⋯⋯⋯⋯．．、．⋯m”(1296)：‘

平江惨案⋯⋯⋯⋯⋯．．．⋯⋯⋯⋯⋯⋯⋯⋯⋯⋯⋯⋯⋯⋯⋯⋯⋯⋯⋯⋯·”?⋯⋯⋯⋯“(1296)i ．J

深县惨案⋯⋯⋯⋯⋯⋯⋯⋯⋯⋯⋯⋯⋯⋯⋯⋯⋯⋯⋯⋯⋯⋯⋯⋯⋯⋯⋯⋯⋯⋯⋯⋯(1297)；

f 确山惨案⋯⋯⋯⋯⋯⋯⋯⋯⋯⋯⋯⋯⋯⋯⋯⋯．．．⋯⋯⋯m⋯⋯⋯⋯⋯⋯⋯⋯⋯⋯⋯(1297)；

‘’十二月事变⋯⋯⋯⋯⋯⋯⋯⋯⋯⋯⋯⋯⋯⋯⋯⋯⋯⋯⋯⋯⋯⋯⋯：⋯⋯⋯⋯⋯⋯⋯“(1297)r

’：1940年的国共两党谈判⋯⋯⋯⋯⋯⋯⋯”?⋯⋯⋯⋯⋯⋯⋯⋯⋯⋯⋯⋯⋯⋯⋯·⋯⋯”(1298)；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1298)i

皖南事变⋯⋯⋯⋯⋯⋯⋯‰⋯⋯⋯⋯⋯⋯·-．O,OO OO⋯⋯⋯⋯⋯⋯⋯⋯⋯⋯⋯．OOO OO·．OO BOO(1299)’j

．‘ 盛世才反共事件⋯⋯⋯⋯⋯⋯⋯⋯⋯⋯⋯⋯⋯⋯⋯⋯⋯⋯⋯⋯⋯⋯⋯．．．⋯⋯⋯．．．⋯(1300)"■

1942年的国共两党谈判⋯⋯⋯⋯⋯⋯⋯⋯⋯⋯⋯⋯⋯⋯⋯⋯⋯⋯⋯⋯⋯⋯”：⋯⋯⋯(1300)。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1301)?

甘肃海固回民起义⋯⋯⋯⋯⋯⋯⋯⋯⋯．．．⋯⋯⋯⋯⋯⋯⋯⋯⋯⋯⋯⋯⋯⋯⋯⋯⋯⋯(1301)；

湘桂黔少数民族起义⋯⋯⋯⋯⋯⋯⋯⋯⋯⋯⋯⋯⋯⋯⋯⋯⋯⋯⋯⋯⋯⋯⋯⋯⋯⋯一(1301)，
伊盟事件⋯⋯⋯⋯⋯⋯⋯⋯⋯⋯⋯⋯⋯⋯⋯⋯⋯⋯⋯⋯⋯⋯⋯⋯⋯⋯⋯⋯⋯⋯⋯“(1301)?
甘南事变⋯⋯⋯⋯⋯⋯⋯⋯⋯⋯⋯⋯⋯⋯⋯⋯⋯⋯⋯⋯⋯⋯⋯⋯Q'OO Ot-．．⋯．．．：⋯⋯⋯(1302) ．．

， 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一’(1302)‘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的统战活动⋯⋯一⋯⋯⋯⋯⋯⋯⋯⋯’⋯⋯⋯⋯⋯⋯⋯⋯(1302)’

高树勋运动⋯⋯⋯⋯¨⋯⋯⋯⋯⋯．t．⋯p⋯⋯⋯⋯⋯⋯⋯⋯⋯⋯⋯⋯⋯⋯⋯⋯⋯”(1302)
旧政协期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联合行动⋯⋯⋯⋯⋯⋯⋯⋯⋯⋯⋯⋯⋯⋯⋯一⋯⋯⋯(1303){
沧白堂事件⋯⋯⋯⋯⋯⋯?⋯⋯⋯⋯⋯⋯⋯⋯：⋯⋯⋯⋯⋯⋯⋯⋯⋯⋯⋯：⋯·⋯：⋯⋯(1303)i ；

较场口事件⋯⋯⋯⋯⋯⋯⋯⋯⋯⋯⋯⋯⋯⋯．．．⋯⋯⋯⋯⋯⋯⋯⋯⋯⋯⋯⋯⋯⋯一·¨(1303)
’

’．西安血案⋯⋯⋯⋯”⋯⋯⋯⋯⋯⋯⋯⋯⋯⋯⋯⋯⋯⋯⋯⋯⋯⋯⋯⋯一⋯⋯⋯⋯⋯⋯(1304) !‘．

一下关惨案⋯⋯⋯⋯⋯⋯⋯⋯⋯⋯⋯⋯⋯⋯⋯⋯⋯⋯⋯⋯⋯⋯⋯⋯⋯⋯⋯⋯⋯⋯⋯”t(1304) ，_

李、闻血案⋯⋯⋯⋯⋯⋯⋯⋯⋯⋯⋯⋯⋯⋯⋯⋯⋯⋯⋯⋯⋯··二幽⋯⋯⋯⋯⋯⋯⋯⋯”(1304) !+，

南京和谈期间中共代表的统战活动⋯⋯⋯·⋯⋯⋯⋯⋯⋯一⋯⋯⋯⋯⋯⋯⋯·⋯⋯⋯(1304) 一， {

中共与民主党派抵制伪“国大”⋯⋯⋯m⋯⋯⋯⋯⋯⋯⋯⋯⋯⋯⋯⋯⋯．．．⋯⋯⋯⋯⋯(1305) ：

民盟被迫解散：一⋯⋯⋯⋯⋯⋯⋯⋯⋯⋯⋯⋯⋯⋯⋯⋯⋯⋯⋯一⋯⋯⋯⋯⋯⋯··j⋯⋯r(1305)

民主党派在香港的反蒋活动⋯⋯⋯⋯⋯⋯⋯⋯⋯⋯⋯⋯⋯⋯肆．．⋯⋯⋯⋯⋯⋯⋯⋯·(1305) }。{

民主党派领导人北上解放区⋯⋯⋯⋯⋯⋯⋯⋯⋯⋯⋯⋯气⋯⋯⋯⋯⋯⋯⋯⋯⋯⋯⋯(1306) ：：

民主党派发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1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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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一⋯⋯⋯⋯⋯⋯⋯⋯⋯⋯“⋯⋯⋯⋯⋯⋯·

；． ’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厶⋯?⋯⋯⋯⋯⋯⋯⋯⋯⋯⋯⋯⋯

j 湖南起义⋯”⋯⋯⋯⋯⋯⋯⋯⋯⋯⋯⋯”t⋯⋯⋯⋯．’．⋯“．．．¨⋯⋯⋯⋯⋯⋯⋯⋯⋯⋯

l， 新疆和平解放忡⋯⋯⋯⋯⋯⋯⋯⋯⋯一．．．⋯⋯⋯⋯⋯⋯⋯⋯⋯⋯⋯?⋯⋯⋯⋯“⋯⋯
．! 。董其武部接受和平改编⋯⋯⋯⋯⋯．．．⋯．．．⋯．．．⋯⋯⋯⋯⋯⋯⋯⋯⋯⋯⋯·：⋯⋯一⋯⋯

、。 ：两航起义⋯⋯⋯⋯“t⋯⋯⋯“．．．⋯⋯t⋯⋯⋯⋯⋯⋯⋯⋯⋯⋯⋯⋯⋯⋯⋯⋯⋯⋯⋯⋯

， 民主党派批判美国政府的白皮书⋯⋯⋯⋯⋯-⋯⋯⋯⋯⋯⋯⋯⋯⋯⋯⋯⋯⋯⋯⋯⋯“

，+．‘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一⋯⋯⋯⋯。⋯⋯⋯⋯⋯⋯⋯⋯⋯⋯⋯⋯．．．⋯⋯⋯⋯⋯⋯⋯

蒋经国密使李次白。出使Z大陆．⋯⋯一⋯⋯⋯⋯⋯⋯⋯⋯⋯⋯⋯⋯．．．⋯⋯⋯⋯⋯⋯⋯

1 基督教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一⋯⋯‘⋯⋯⋯⋯⋯⋯⋯

j’、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一⋯⋯⋯⋯．．．⋯⋯⋯⋯⋯⋯_⋯⋯⋯⋯⋯⋯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宣告结束：⋯⋯．．．⋯⋯⋯⋯⋯⋯⋯⋯⋯⋯⋯⋯⋯⋯⋯⋯⋯⋯”

．i i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第三次国共合作⋯⋯⋯⋯⋯⋯⋯⋯⋯⋯⋯．．．⋯⋯．．．⋯⋯⋯⋯⋯⋯

j李宗仁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

、’《蒋介石密使宋宜山“出使”大陆和谈÷⋯⋯⋯⋯⋯⋯⋯．．．⋯⋯一⋯⋯⋯⋯⋯⋯⋯⋯气⋯。

t批判“章罗联盟”⋯⋯⋯．，．⋯⋯⋯⋯⋯⋯⋯⋯⋯⋯⋯⋯⋯⋯⋯⋯⋯⋯⋯⋯⋯⋯⋯⋯⋯

．i特赦战争罪犯．⋯⋯⋯⋯⋯⋯一⋯⋯⋯⋯一．，．⋯⋯⋯⋯⋯⋯⋯⋯⋯⋯⋯⋯⋯⋯⋯⋯⋯

∥60年代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展的两场错误批判⋯⋯⋯⋯⋯⋯⋯⋯⋯⋯⋯⋯⋯⋯⋯⋯⋯

j李宗仁归来．．．⋯⋯．．．⋯⋯⋯⋯⋯⋯⋯⋯⋯”．⋯⋯⋯⋯⋯⋯⋯⋯⋯⋯⋯⋯⋯⋯⋯⋯⋯·

，．宽大处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部在押要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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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事纪年⋯一⋯⋯⋯⋯⋯·．．⋯⋯⋯⋯⋯⋯⋯⋯⋯⋯⋯⋯⋯⋯⋯⋯⋯，⋯⋯⋯⋯“
‘， E1921年·：⋯⋯⋯⋯⋯⋯⋯⋯⋯⋯⋯⋯⋯··．．⋯·“⋯⋯⋯·”⋯⋯⋯⋯·?⋯⋯⋯⋯⋯⋯⋯·

●

+、1922年⋯⋯⋯⋯⋯⋯⋯⋯⋯⋯⋯⋯⋯⋯⋯⋯··⋯⋯··⋯”·“．⋯⋯⋯·，⋯⋯⋯⋯⋯⋯⋯{

1923 1年⋯····。··⋯··⋯⋯⋯⋯⋯⋯⋯⋯·⋯⋯⋯···⋯··，··⋯⋯⋯⋯····⋯·····⋯⋯⋯··一⋯

1924年⋯⋯⋯⋯⋯⋯⋯⋯⋯⋯··-⋯⋯⋯t⋯⋯⋯⋯⋯⋯⋯⋯⋯⋯：⋯⋯⋯⋯⋯⋯⋯⋯·

1925年⋯⋯·t⋯⋯⋯⋯⋯⋯·”⋯⋯⋯⋯·{⋯⋯··⋯⋯“’·”⋯一t⋯⋯⋯⋯t⋯⋯⋯⋯⋯⋯

1926年⋯⋯·l⋯⋯⋯⋯⋯⋯⋯⋯⋯⋯⋯⋯⋯⋯⋯⋯⋯··?⋯⋯：⋯⋯”⋯⋯⋯⋯⋯⋯⋯·

1927：年⋯⋯⋯⋯⋯⋯⋯⋯⋯⋯⋯⋯⋯⋯⋯⋯⋯⋯⋯⋯⋯⋯⋯”⋯⋯t⋯⋯⋯⋯⋯⋯⋯

1928年⋯⋯⋯·，⋯··⋯⋯⋯⋯⋯“⋯⋯⋯⋯⋯⋯⋯····⋯⋯⋯⋯⋯⋯·⋯⋯⋯⋯⋯⋯⋯·

1929年⋯⋯⋯⋯⋯⋯⋯⋯⋯·⋯⋯⋯”⋯⋯⋯⋯⋯⋯”t·⋯··⋯⋯⋯⋯”，⋯⋯⋯⋯⋯⋯

1930 1￡f：·!·⋯·⋯···⋯·····⋯⋯⋯⋯···⋯⋯⋯⋯⋯⋯⋯⋯·⋯⋯⋯··············⋯⋯⋯···⋯

1931年⋯···⋯-⋯··V···⋯-·⋯⋯·⋯···⋯⋯⋯···⋯⋯⋯··⋯⋯····⋯⋯·-····，-⋯⋯⋯·⋯··

1932年⋯⋯⋯⋯⋯⋯⋯⋯⋯·⋯⋯⋯⋯⋯”r””一“⋯“⋯⋯⋯⋯⋯⋯⋯t⋯⋯⋯⋯·⋯··

1933年·⋯···⋯⋯⋯⋯··⋯⋯⋯·⋯···⋯⋯⋯⋯⋯·······-⋯⋯⋯··；·⋯··⋯⋯⋯⋯···⋯·。·

1934 1年⋯······⋯⋯⋯⋯⋯⋯⋯····⋯··⋯⋯⋯·······⋯·，·⋯··⋯⋯·⋯····-····--⋯⋯·⋯··

1935年·⋯，·⋯⋯?⋯·t⋯?··⋯·⋯··⋯···⋯⋯⋯·······⋯···⋯··⋯·⋯⋯···⋯··⋯⋯⋯⋯-··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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