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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浑江市水利志，经过五度春秋，终于成书。这是在省水利史志办

公室诸位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市水利志办公室同志共同

努力工作的结果。这部志书，较为全面地记述了长白山区腹地浑江

市的水利事业发生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

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发展边远山区经济，造福于山区人

民而兴起的水利、水电、水土保持、防病改水和水产事业等方面建设

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与教训，便于后来者谱写出更加辉煌壮

丽的新篇章。

水是人类生活和一切生产活动的重要资源。当前，水利不仅是

农业的命脉，它已成为服务于全社会的国民经济基础产业。中国几

千年的历代治国兴邦经验也曾告诫人们，发展水利乃为造福人民，

增强国力的重要根基之一。

浑江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7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在上级水利、水电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全市人民艰苦奋斗，进行了大

规模的防治水害和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至1985年末，

全市兴建各类水利工程833项，形成1．8亿元的固定资产。已建成

48座小水电站，形成了长白、靖宇、抚松三县独立的地方电网和临

江小水电供电区，全市70％的城镇乡村由地方小水电供电。所产出

的电力除满足地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外，每年还向国家电



网输售部份电力。客观事实展示，兴修小水电，确能改变偏远山区贫
’

穷落后的面貌，为繁荣山区经济发挥巨大作用。在鸭绿江、松花江、

浑江干流和其他中、小河道修筑各类堤防280余公里，抗御和消减

了洪水灾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9万余亩，抑制了生态环境进一

步恶化·打深层岩水井和引泉360处，解决了28万人口防治大骨节

病和吃水难困境，并使69％城乡居民饮用上符合卫生标准的自来

水。
～’

＼、
一

一虽有往日成就，但按水利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要求，今

后全市水利、水电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因此，来日将以开发水能资源

为中心，以小流域治理、改造中低产田、整治河道为重点，努力提高
7

发电、抗洪和城乡供水能力，进一步改善水域环境。

本志书在新实行市管县体制后，资料难以聚集的情况下编纂
‘

的，加之编者学识浅簿，经验不足，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切望读者

和同仁予以指教。

●

’

尹可名

1992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记述浑江市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所记事物贯通古今，详

今略古，反映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水利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突

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鉴于浑江市前无水利专志，因而本志尽力上溯于事物发端

年代，下限于1985年。但因水产事业起步甚晚，故《水产》一篇延至

1990年。本着详今略古原则，记述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三、本志依据浑江市水利工作特点，设概述、水系水资源与水旱

灾害、治河、水力发电、水土保持、防病改水与城乡供水、灌溉、水产、

水利管理、水文与勘测设计施工、机构人物、大事记等十篇，正文分

篇、章、节、目层次，照片列前，图表插入文中。

四、本志所用书写规格、文体语言、名称、时间表述、数字书写、

计量单位、引文注释、文献选录均依照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7月下发的《(吉林省志>行文规范》有关规定书写。

五、河流名称一律按照1988年3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准，授权省

水利厅、省地名委员会公布的《吉林省江河标准名称表》的河流名称

书写，并在第一次出现河流新名称时注明该河流的原名。高程采用

黄海基面高程。

六、本志所用数据，主要依据《吉林省水利统计资料》、《吉林省

水文特征值统计》、《吉林省河流流域特征值》、《浑江市小水电统计

年报》、《浑江市历年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统计表》等资料。以及《浑江

四十年(1949～1989)》、《鸭绿江防护工程建设总结》、《浑江干流堤

防工程规划》中的数据。



概 述

浑江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西麓。全境界于东经126。077

至128。187，北纬41。21 7至42。497。东北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毗邻，

西与通化市接壤．北与吉林市交界，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隔lI鸟绿江相望。以鸭绿江为界，国境线长41 8公里。全市总幅员面

积1 7 840平方公里。1 985年耕地面积989 395亩。 ：．

浑江市历史悠久。夏、商、周时属青州、营州，秦时属辽东邵，西

汉属玄菟郡。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时属高勾丽。唐时属安东都

护府．后为渤海西京鸭渌府所辖。五代属契丹。辽时属东京道渌州．

金为东京路婆娑府地，元时属辽阳中书行省婆娑府。明属奴儿干都

司长白山部，清属盛京，清顺治帝时，朝廷把长白山一带视为“祖宗

肇兴之所"、“龙兴之地’’而“悉行封禁"，设兵巡守，禁止流民入猎垦

荒。从此，浑江地区保持了古树参天、野兽群集、人迹罕至的深山密

林。直至成丰年间驰禁后，才渐有居民移来，清光绪三年(1877年)

在猫儿山(今临江区驻地)没巡检一员。

清光绪二十八年(1 902年)始在临江(今市区临江区)设县治，

属奉天兴京厅。1 913年(民国二年)归奉天省东边道。1923年(民国

十二年)取消东边道制，直属奉天省。“东北沦陷时期"先后属伪奉天

省和通化省。1945年东北光复后曾属安东省、辽宁省、辽东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 954年8月划归吉林省。1960年1月

临江县改制为县级浑江市．隶属吉林省通化地区。1985年3月原浑

江市升格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体制．设八道江、临江、三岔子3个

市区，辖长白、靖字、抚松3个县。至此．浑江市1 985年末辖3区3



县的32个镇、39个乡、584个村．八道江区为市府所在地。拥有117

万口入，其中农业入口49万。有汉、满、朝鲜、回、蒙等11个民族。

浑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龙岗山脉斜切境内西北部，老岭山脉

横贯境内南部。地形卣东南逐渐向西北低缓。地势高耸，山峦重叠，

形成中山、低山、丘陵和谷地。中山区主要分布在长白县境内，面积

797，33万亩，占全市面积的30．4％．区内最高峰长白山白云峰海拔’
2 691米，为中国东北地区最高峰。低山、丘陵区主要分布在靖宇、

抚松两县及市区北部，面积为1664．21万亩，占全市面积的

63．6％。海拔279米的批州河口以下靖字与桦甸两县交界处为全市

最低处。谷地主要分布在境内鸭绿江中游，浑江和头道松花江中下

游沿岸台地，山间河谷和数百处较大的沼泽地．面积为157．31万

亩，占全市面积的6％。谷地较为平坦，土质肥沃，为境内主要产粮

区和待开发的水田地。

’境内地质构造东部和北部为长白熔岩台地，西缘为靖宇熔岩台

地。

浑江市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长白山影响，为吉林省气’’

温较低地区之一。多年平均气温I·6—4．7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

气温一14至24℃，极端最低气温达--42．2。C(靖字站1956年)。每

年11月至翌年3月处于结冰期。

降水较为充沛，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10．5毫米，多年平均降水

总量约142亿立方米。受季风和高山影响，时空分布不均匀，长白山

天池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 333毫米，长白县城一带600毫米，抚

松和靖宇两县北部750毫米左右。降水量的年际、月际变化很大，历

年最小与最大降水量比值为1．6—3．3；每年6—9月汛期降水量总

和占全年降水量的60一70％。 一

境内属松花江、鸭绿江河源区，百溪奔流，河网密布，全市有大

小河流432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河流14条，100

—500平方公里河流41条。地表水较为丰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80．25亿立方米，约占吉林省水资源总量的20％。

境内水能资源丰沛，全市可开发水能资源(不包括界河)有161

条河流，207处站点可供修建水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77．42万



千瓦，约占吉林省可开发水能资源量的35％。

由于地处东北边陲山区．人口稀少。1 949年全市仅有25．8万

人，生产落后，经济萧条，水利未兴，丰富的水资源不但未有开发利

用，反而常受洪水危害。仅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今近百年就

曾发生过数十次洪水。其中较大洪水年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有1888、1 914、1923、1 928等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

1953、1957、1960、1 965、1982等年份。先后造成上千人死亡，二万余

间房屋倒塌，几十万亩良田被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水利工程廖廖。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有朝鲜族农民移人浑江地区修筑柴石拦河坝引水灌田，为境内

种植水稻的开端。但发展缓慢，至1949年全市水田仅有17 445亩，

柴石拦河坝不足百处。1902年后设立县治，城郊出现利用水井浇灌

二、三百亩菜田。“东北沦陷时期”，日伪为保护其掠夺林木、煤炭、钢

铁资源的基地，从1935年至1 943年先后在临江、大栗子、长白3个

城镇鸭绿江岸修建3处共长6 944米防洪江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山区人民兴水利，除水

害，发展山区生产，37年来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37年

建设中大致经过了五个历程。 ．

。第一个时期(1950--1954年)为水利建设恢复阶段。土地改革

后农民分得了耕地，迸发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积极维修和新建’

拦河坝，恢复和扩大水田面积；整治耕地，保持水：上，力求获得高产

丰收。至1 954年末，整修和新建柴石拦河坝35处，使全市拦河坝达

到1 30余处；水田面积发展到29 985亩，比‘1949年(17 445亩)增

长72％。通过平整耕地，垒成地埂400亩，修梯田1 100亩，种草带

1 700亩，荒山地头造林52 800亩，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6 000亩，

这是历史上浑江地区治理水土流失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1955--1959年)为水利建设高潮阶段。此时期正

是中国政通人和，百业兴起，在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在七

年内基本消灭水旱灾害"的号召下，经过互助组、农业社、公社化组

织起来的农民，迫切要求改善生产条件，兴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全市首先从除水害开始修建堤防工程，长白县最早动工修建十

f歹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八道沟河堤，靖宇县1956年修建珠子河护岸堤．八道江镇1957年

修建浑江江堤等。其次是修建蓄、引、提水工程，扩大水田面积。1956

年靖宇县建成中华小(二)型水库，为全市出现的第一座蓄水工程。

全市又新建10处柴石拦河坝。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支援下，开

始在市辖临江区、长白、靖宇两县修建内燃机提水站，至此，全市有

了蓄、引：提水灌溉工程，改变了一百多年来浑江市只有修建拦河坝

引水的单一灌溉工程局面，灌溉面积迅速增加。三是根据国务院和

省政府指示，备县在1955至1 956年问成立了水土保持机构，并迅

速开展工作，涌现出荣获国务院奖励的临江卧虎山治理典型。四是

自力更生建设山区小水电。1957年长白县十四道沟农业社首先修

建柴石坝、木结构厂房、木质水轮机、用旧发电机土法上马建成一座

48千瓦小电站，在深山老林里破天荒地亮起了电灯，为浑江市开发

利用水能资源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久，在长白、靖宇、市辖区等

十几个社队相继开展小型简易水电站建设。靖宇县在省水利厅扶持

下于1 958年8月动工兴建装机容量480千瓦的小营子水电站，是

当时省内地方举办装机容量最大的小型水电站。至1959年末，全市

共建成江河堤防4处，堤防总长1 7．1公里；小(二)型水库3座，塘

坝1座；新建柴石拦河坝10处；内燃机提水站33座总装机1 980

马力；增加水田30 041亩；治理水土流失17．1 8万亩；长白县的十

四道沟、十二道沟、佳在，靖宇县的畜牧场、三道崴子、新华、巴里、头

道湖、燕平、双石、新胜、四海、复兴，原浑江市的旱沟、黑沟、松树、青

沟子、横道河子、漫江、爱林等社队建成20座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668千瓦。这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得到全面开展，工程之多是浑江市

前所未有的。但是，也出现了工作失误造成许多损失。问题主要发

生在公社化后某些干部好大喜功，对水利工程“求多、求快"；由于技

术人员少，许多工程未经规划设计盲目上马；缺少建筑材料盲目提

倡“以土代洋"、“土法上马”；采用“一平二调99兵团作战”瞎指挥作

风等等，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国家和农民造成了损失。

第三个时期(1960一1963年)为水利建设低潮阶段。1960年开

．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民缺粮少钱，无力进行水利建设，国家进

行经济调整，难以投入财力扶助，因此，全市水利建设不但没有发



展．反而由于前一时期工作失误造成一些工程下马报废和水田面积

锐减的局面。1963年全市水田灌溉面积减少到20 923亩，比1958

年下降了72％，主要原因为前时期在沼泽地上开垦的水田产量低．

在困难时期“先吃饱"、“后吃好"的口号下，大量新开垦的水田改种

产量较高的玉米．还弃耕了一部分；由于水田面积锐减，导致小型水

库塘坝多数闲置；33处提水站全部下马；柴石拦河坝剩下111处。

在水电站建设方面，小营子电站1961年底竣工发电，为靖宇县城送

去了电力，使县城面貌迅速改观。但全市在上一个时期由社队修建

的20座小电站，由于未经技术人员设计，设备简陋，出力低，受冻

害，在困难时期又无力改造和维修，到1963年末除长白县十四道沟

电站仍在运行发电外，其余19座电站停运报废。治理水土流失工作

虽未完全间断，4年中全市新治理11万亩，但同时期一些社员和职

工入山滥开小片荒种粮种豆，破坏了山坡植被，全市又新增加水土

流失面积35．23万亩．破坏面积为治理面积的三点二倍。

第四个时期(1964—1980年)为水利建设恢复、发展阶段。在此

十七年中，国家对水利建设投入逐年增多，水利技术人员队伍逐渐

壮大，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兴修水利有了一定经验情况下．全市除水

田面积有所波动外．其他水利建设项目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在此

阶段，一是全面地修建防洪工程，在中国一侧Il鸟绿江岸建成36处防

护工程，各类堤防总长33．8公里；在浑江干流建成18处江堤，总长

33．59公里；在头道松江干流建成5处防洪堤总长7．1 3公里；在上

述三江的支流上还建成堤防69处．各类堤防和护岸工程总长

200．83公里。二是水电站建设突飞猛进，建成32座装机容量为几

百和超千千瓦水电站投入发电．总装机容量50 120千瓦．还有14

座电站正在施工中；架设输配电高压线路1 400公里．低压线路1

100余公里，长白、靖字、抚松3县的地方电网基本形成。三是新修

小型水库1 5座、塘坝45座，电灌电1 44座，喷灌站30余处；增加水

田6 600亩．水田面积恢复到27 523亩．发展菜田喷灌一千余亩。四

是在治IjJ治水农田建设运动巾．新修梯田59．45万甫，营造水土保

持林70．81万亩，治理水土流失130多万亩。五是防治大骨节病和

解决缺水村屯吃水，打成防病改水井和人畜吃水井1 72眼，建成引



泉工程75处，并在部份乡镇铺设了自来水工程。六是全市水产工作

在1980年水利部门接管后开始筹措开展工作。总之，从1964至

1980年全市水利建设出现了行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新建了许多

工程，收到了较好的效益。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潮影

响和干扰，在建设中仍存在形式主义，重速度，轻质量，忽视效益，以

及“一平二调"，组织“兵团作战"浪费人力物力等问题。修建的59万

多亩梯田，由于工程质量不好和没有采取综合治理有三分之一被暴

雨冲毁；新修的小型水库塘坝多数没有发挥灌溉效益；山区地块小，

提水扬程大，耗电量多，电灌效益低，有的甚至得不偿失，所修电灌

站下马报废了79座占总数的55％；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有些

社员和职工入山盗伐林木和滥垦小片荒．从1 972年到1 976年间，

每年全市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140万余亩。

第五个时期(1 981—1985年)为收缩建设规模，巩固建设成果，

讲求工程效益，实行改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加强

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方针．在国家对水利建设投资大幅度减少

的形势下，浑江市水利工作的重点从发展转到抓紧结束在建工程，

免留尾巴工程；除十分必需不搞新工程；积极改革工程管理，实行自

负盈亏等举措。在此思想指导下，全市五年中的水利建设仅在市区

工业集中的城镇郊区建成40余处喷灌站，发展菜田水浇一千余亩

保证城镇人民吃菜问题；靖宇县为保护城郊菜田建1 000米长青龙

河堤，新建开垦2 000亩水田的西南岔引水灌溉工程；全市在大骨
节病区和人畜缺水区打井75眼、引泉25处；开展水土保持小流域

治理70余处；在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方针指导下开展水产养殖。

此时期内，除完成上述工程建设外．全市还着重抓了三项工作：一是

在国家投资减少，农村买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在建的14座总

装机容量9 920千瓦水电站停止一段施工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招雇

社会承包人员，终于把电站全部建成。二是把集体所有制的大部灌

溉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水土保持林以承包管理，收益分成办法．承

包给个人经营。三是在24个全民和集体水利管理单位开展养殖业。

种植业、工副业和服务业综合经营生产，增加单位收入，安置了系统

内部的大部份待业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经过五个时

期的奋斗，全市共建成833项各类水利工程，治理近250万亩水土

流失面积。综合工程量达4 380万立方米，使用国家投资13 614万

元，银行贷款5 167万元。这些水利工程．为防御洪水灾害．发展全

市生产，提高山区文化，改变落后面貌发挥了显著效益。概括起来有

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防洪工程效益：鸭绿江防护工程、浑江堤防、头道松花江

防洪堤及这3条江的部份支流堤防共131处，各类堤防工程总长

280．35公里。这些防洪工程保障了沿岸39．07万口人(占全市人口

33·4％)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了八道江、临江、三岔子、大栗子等

工业城镇及长白、靖宇、抚松县城；保护了江河沿岸11．59万亩(占

全市耕地11．9％)平沃农田；鸭绿江防护工程还对稳定江水流向，

保护国土免受冲刷流失起到重要作用。

其二，水电建设效益：建成48座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6．06万

千瓦．设计年发电量2．5亿千瓦时，架设高压输电配电线路1 425

公里，低压线路1 393公里。长白、靖字、抚松3县已构成独立的地

方电网．市辖三区中国家电网达不到的偏远农村也实现了由小水电

站供电。由此．促进了全市尤其长白、靖宇、抚松3县地方工!他的迅

猛发展。1970年3县县城有了电力后，3县地方工业总产ff【比1949

年增长近十四倍。80年代，3县境内普及了电力，3县1985年地方

工业总产值为1 970年的九倍多。农村经济走向繁荣，全市农村人均

纯收入由1980年的107元增至1985年的607元。城乡居民文化生

活和医疗条件也得到恨本改善，电灯、电视、电炊具已经进入边陲山

乡的寻常百姓家。

其三．水土流失的治理收到较好效益。至1 985年末全市修成梯

田59．74万亩，营造水土保持林1 71．38万亩，加上修地埂、拣石格、

种草等措施，共完成治理流失面积249．32万亩。使境内水土流失而

积由1 949年的1 91．1 8万亩及“三年经济困难?’与“文化大革命”时

期新增加的11 3．23万亩．减少到55．09万亩。1 985年境内森林覆

盖率恢复到79％。在流失严重的地方．如临江的卧虎山、八道江锁

青沟子、靖字县兴农村等地，经过综合治理和小流域治弛!后，改变了

L、V



穷山恶水面貌。

其四．为防治大骨节病和解决缺水区人畜吃水，从60年代后期

至1985年末全市打成防病改水井121眼。人畜饮水井128眼．(不

含历年淘汰井共近百眼)，引泉工程111处；并在252个乡镇村屯铺

设了自来水工程，在47个村屯建设了供水点。这些工程共解决363

个乡镇村屯、28．1万口人的防病改水和人畜饮水，占全市应解决改

水和缺水人数的55％。 ·

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50年代中期境内开始修建蓄

水、提水和后期的喷灌工程。至1985年末．全市实有小(一)型水库

5座、／J、(--)型水库13座、塘坝46座。拦河坝77座、电灌站65座、

喷灌73处。实灌水田20 086亩，和后期开发的3 200亩菜田水浇。

水田面积占全市耕地的2％，而水稻产量却占全市粮豆总产量的

5．2％。喷灌工程提高蔬菜产量一倍多，基本上满足了市县城镇和森

工煤炭企业职工的吃菜供应。

其六，浑江市水产业起步晚。1980年水利部门接管水产工作

时，全市水产品年产量200．吨左右，居民吃鱼难。至1985年水产品

达348吨，鲜鱼供应依然紧张。1987年成立市水产局后．经过加强

云峰和白山两大电站境内库区捕捞作业队伍建设，增加了捕捞量；

建立市、县、区鱼种生产基地，发展养鱼专业队和专业户；开展池塘

精养成鱼和网箱养鱼等措施；才使水产业走出低谷。1990年末全市

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 110吨，为1 980年的四点五倍，基本上满足了

居民吃鱼供应。并在长白县和市区建立虹鳟鱼养殖场、细鳞鱼繁育

基地以及试养罗非鱼等，为发展冷水珍贵鱼类建立了基础。

浑江市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上述六个方面成就，但是，从长白

山区水资源特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需要，今后水利建设

任务依然繁重。

一、继续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加快水电站建设。水能资源丰沛．

是浑江地区的自然优势，是发展山区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条

件。开发水能资源，是浑江市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根据普查资料，

至1985年已建48座水力发电站的装机容量约为全市可开发利用

水能资源的8％，还有装机容量约71万千瓦的水能资源量等待开



发。待开发的水能资源量中：装机容量在2．5万千瓦以上的中型水

电站约占三分之一；有一部份效益好的小型水电站，如漾江、白江

河、五人把等已作好规划、设汁等前期工作等待兴建。今后，市、县水

利部门仍要把水电建设摆在首位，并争取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支

持。切实加快水电站建设和搞好水电站的运行管理，更好地发挥水

能资源的优势和效益。

二、浑江市处在松花江、鸭绿江两大水系的河源区，搞好水土保

持，涵养水源，维护生态平衡，不仅在当地、而且对下游地区都有重

要意义。综合三十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大力

推行小流域治理和综合治理措施，尽快治理好现存的55万亩水土

流失地域；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和宣传教育，制止森林过伐，以及在

兴办工矿、交通和养殖事业中的破坏植被状况，防止发生新的水土

流失，确保长白山区青山永在，清水长流。

三、浑江地区的城镇和工业、农业，都分布在河流沿岸，防治洪

涝灾害是水利部门的职责。鸭绿江是国境河流，要搞好已建防洪工

程的维修管理，按照中朝两国协议共同治理和开发界河资源。境内

其他河流的防洪工程，存在部分堤段标准低、质量差、年久失修、工

程老化等问题，以及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增建新堤等，都应制定计划
切实安排解决。

四、浑江地区水源充沛，尚有10万亩水田荒源待开垦。三十多

年来水田发展缓慢，而且起伏较大，主要受无霜期短、气温低、水凉

等自然因素的制约。现在全市两万多亩水田，主要分布在气候条件

较好的市区和长白县，而待开垦的荒源又多分布在气候条件差的抚

松、靖宇两县。应积极研究和推广高寒山区种植水稻技术和经验，早

日实现对荒源的垦植和高产，使农田灌溉和粮食生产有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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