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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黄石荣

序言 ·1·

新编《罗定市教育志》，经过编辑人员前后数年的辛勤劳动，今天终于脱

稿付梓。我仅代表市教育局，向指导和帮助编志的老领导、老前辈，以及参加

编审的同志们，表示诚恳的谢意。

罗定的教育事业，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已打下一定的基础，在粤西众多的山

区县中处于领先地位。建国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也走过曲折的道路。改

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深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臣的成就。回顾近百年罗定

的教育史，内容丰富，变化深刻。既有许多令人鼓舞的成绩，也有不少值得吸

取的经验教训。把这些历史资料系统收集整理，编纂成书，传之于世，不仅给

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对于当代以及后代教育工作者吸取

经验教训，研究深化改革，探索教育发展规律，加速教育事业现代化，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编修一部教育志，已成为我们教育部门领导者的一项

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今日志书既成，完成了多年挂在心上的夙愿，感到无限

欣慰。

罗定教育事业有今天，是各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大

力支持的结果。数十年来，教育界的许多老前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开

创和发展罗定的教育事业奔波操劳，奋斗终生；数以千计的园丁为培育桃李呕

心沥血，勤奋耕耘，不少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可惜由于篇幅所限，能留名志

书的仅是他们当中的少数代表。未能写入志书的占教职工绝大多数的教育工

作者，他们为振兴罗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共同参予谱写罗定教

育辉煌的篇章。值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本志是一部罗定教育事业的历史资料书。对近百年来罗定教育事业的各

个方面及发展演变过程，都有较系统的记述。我们在编纂过程中，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不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如实地加以记载。按志书详今略

古的惯例，对建国前的史实记载从简，对建国后教育事业的各个方面，尤其改

革开放以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举措与成果，则尽可能详细地记述。本书

对于我市教育工作者，可以系统了解罗定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作教学参考和对

外介绍罗定教育史的工具书I对关心罗定教育事业的同行和各界朋友们，可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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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罗定教育事业的入门向导。我们欢迎各地教育界同行和各界朋友们多

了解罗定、支持罗定，为发展罗定教育事业提供意见和建议。

今天，举国上下政通人和，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罗定市教育志》的出版

发行，是本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教育战线政治文化生

活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恳切希望本市教育工作者认真阅读，·以志为鉴，在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拓进取，勇往直前，为发展教育事业再立新功。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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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市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采用。多章并列式一的志书体例结构，分章、节、目三个层次，运用

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体裁。整体内容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七

章、人物传及附录组成。

三、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方法：概述，从宏观上记述本市教育事业发展的概

况；大事记，要求大事要事不漏，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

主的记述方法，志，指各章节的记事，这是教育志的主体，遵循。以事分类r

横排竖写一的原则；传，指人物传。按照“生不立传一原贝IJ，选录对本市有重

大贡献的已故人士立传。对本市教育有显著事迹的在世人物，则用以事系人办

法，载入有关章节中I图、表(含学校分布图、统计表及图片等)，经过本志

编纂领导小组按“要反映主题一的原则审定I录，指附录，主要是本地重要文

献的辑存。
‘

四、上限起自元代大德八年，下限截止于1995年上半年，其中大事记则

止于1995年底。

五、志中记述的20年代、30年代等，均为20世纪中的年代。建国前

(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数字书写、标点符号使用，按1987年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

发出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和1990年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

和新闻出版署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计量单位，建国前部分，一般按

当时习惯，建国后部分，按国家统一的规定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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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定市地处广东省西部。东连云安县，东南接阳春市，西南靠信宜市，东北与郁南

县为邻，西北与广西岑溪市交界，总面积2300平方公里，1994年底总人口93万，其中

汉族占99％。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罗定地方开始有县级政权管辖，属端溪县地。晋

元熙二年(420)，在境内设置龙乡、夫阮两县，隶属晋康郡。南北朝时期，先后在境内

设置永熙、罗平、龙乡、夫阮、开阳、安南、罗阳等县。梁天监六年(507)，在境内置

泷洲，领龙乡、开阳二县．其余五县分别隶属义州和建州(今郁南县地)。隋朝，境内设

泷水、开阳、正义、安南四县。唐代，改析为泷水、开阳、建水、镇南四县。宋太祖开

宝元年(968)废泷州。同年，开阳、建水、镇南三县并入泷水县。此后608年未变。明

神宗万历五年(1577)，朝廷镇压罗旁山区(包括今罗定地)少数民族起义之后，升泷水

县为直隶州，取罗旁平定之意名为“罗定卅”。辖本州(大部分属今罗定地)和东安、西

宁(今云浮、郁南)两县。国民元年(1912)，废罗定直隶州，改设立罗定县。建国后，

仍置罗定县，先后隶属西江专署、佛山行署管辖。1958年曾与郁南县合并。1961年分县，

恢复原罗定县建制。分县后先后隶属江门专区、肇庆地区和肇庆市管辖。1993年4月，经

国务院批准，撤销罗定县，设立罗定市，由广东省直辖。广东省人民政府委托肇庆市代

管．1994年4月，肇庆市分设为肇庆、云浮两市，罗定市由云浮市代管。

罗定在明代建立罗定州以前的一千多年，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1991年被广东

省命名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南北朝开始，中央政权为了加强对南方少数

民族的统治，在今罗定地方长期设置四、五个县，并设立州、郡政权，成为区域性的政

治、军事重镇，文化教育事业随之发展，从而使罗定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在粤西众多

的山区县中处于领先地位。罗定州建立之后j成为岭南的。门庭防卫、绥抚重地”，地位

更加重要。执政当局为向百姓灌输封建思想意识，巩固其统治地位，致力于启蒙教育。在

城乡普遍开设蒙馆之类的初等学堂。州官和一些有识之士，为子弟跻身仕途计。也出钱

出力，多方募捐，筹集经费，在州城及一些大圩镇创办一批书院，聘请学识水平较高的

导师任教，造就科举人才。这些书院还广置田产，生息助学。执政当局这些兴学举动，固

然是为了。教化”平民，巩固其政权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罗定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使罗定成为。三罗”地区(罗定、云浮、郁南)的文化教育中心．

自清末起，社会交往日益频繁，邑人更懂得知识对于谋生乃至救国兴邦的重要性，读

书求学之风El盛。行政当局和社会上有识之士，也采取了许多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措施。

清宣统三年(1911)，创办了罗定公立中学和闼县中学，开创了罗定中等教育的先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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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官立高等小学之后，小学教育逐步发展。至清末，办起小

学堂36所，迈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式学校的第一步。

民国时期，罗定县政府、社会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对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

努力。尤其在培养师资和教育投入两个关键问题采取了比较得当的措施，促进教育事业

的发展。

民国元年(1912)，原罗定公立中学和阖县中学合并为罗定中学校，随后规模逐步扩

大，为县内小学输送了一批急需的教师。民国17年，罗定县立女子师范(以下简称罗

师)建立，至民国末年，共培养出1500多名小学教师：分配到县内各地任教，为小学大

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民国20年(1931)以后，县政府先后制定出一系列筹措教育经费的办法。规定各姓

祖尝田产收益，一律提拨40％作教育经费f县内儒学田租、匪产田租收益之六成拨作国

民教育补助费；各区、乡原有学田、文会、书院、庙产及神会等收益，悉数提拨为教育

经费。由于有了一笔稳定的经费来源，使县内的中、小学能够开办和维持。

民国时期，县人捐资办学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和发扬。当时创办的8所私立中学，开

办费大部分来自各界人士捐赠和群众集资。蔡廷锴将军等一批热心教育人士，先后为泷

水中学、罗定师范及泗水中学，捐赠现款和图书、仪器，使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有所改

善。小学的开办费，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群众的捐款和集资。民国17年，蔡廷锴率先独

自捐资创建廷锴小学，推动了县人捐资兴学的进一步发展。

至1949年上半年统计，全县共有小学515所。各乡建立了中心小学，各保建立了国

民学校。小学教育网基本覆盖到县内各地乡村，奠定了小学教育的罄础。同年，全县中

学发展到10所，在西江地区各县中处于领先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广州的省立文理学院、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省立仲恺农校；私立的

广州大学，长城、金陵、国光、华侨中学及澳门雨芬中学等大、中学校先后迁来本县开

办，为本地培养出一批大专、中专和普通中学毕业生。对推动本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

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罗定的教育事业，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由于本县人多地少，旱灾频繁，生

产力水平低，政治腐败，财政拮据，人民生活贫困，占全县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子弟

难以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据民国35年(1946)当局调查统计，全县文盲、半文盲人数

占总人口的42．5％。至1949年，在校中学生中只有2488人，仅占全县总人口的0．58％。

小学虽多，但规模小，生源不足，平均每校仅有在校学生52人，教职工2．2人．全县在

校小学生共2676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

1949年10月罗定全境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了全县中、小学。按照党的教育

方针政策，把旧式学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1952—1953年，把全部中小学转

为公办。人民政府接办学校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先发展小学教育。根据当时群众

的收入水平，对中、小学生实行低收费政策，使绝大多数工农子弟有机会上学读书。1952

年统计，全县在校小学生53272人，比1949年增加一倍。其中工农子女占91％。与此同

时，逐步发展中等教育。至1957年，全县中学在校学生共有5437人，比1949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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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中、小学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健康发展的景象，为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一批

急需的人才。

建国后罗定的教育事业，也曾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58年，

在“大跃进”的影响下，突击办起大批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大大超越了当时社会的

承受能力，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60n1962年，对各级学校进行调整压缩，恢复正常的

办学规模。1966—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罗定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大

批教师无辜遭到批判和迫害，大批教学设备被砸烂，教学秩序十分混乱，教师无法施教，

学生无心向学。当时正在上学的一代青少年，虚度了最宝贵的求学时光，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罗定的教育事业才逐步得以恢复

和发展。1979年，经省验收合格，罗定成为基本无文盲县。．1980年，开始进行中等教育

结构改革和调整中学布局，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此同时，加强小学师资队伍建设．

充实学额，增设班级，加快普及小学教育的进程。1982年，全县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

同年，农村小学采用附设学前班的形式发展幼儿教育，使幼儿学前教育面逐步扩大。1983

年以后，罗定县不断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取得了本县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

一是改革办学体制，首先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建国后至70年代，罗定各级各

类学校主要靠国家办。由于地方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造成校舍紧缺，危房多，设

备落后，学校难以发展，教育事业长期滞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1983年，县

人民政府为了解决学校。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人人有课桌凳)问题，

作出了多渠道集资办学的决定。除规定县财政拨款保证每年递增8％外，实行小学乡办、

’初中区(镇)办、高中县办的体制。同时，实行分级负担办学经费，并规定区乡企业、农

民、城镇居民、干部职工以及学生，每人出一点的集资办法。同时鼓励华侨、港澳同胞

及各界人士捐资办学。这个决定实施四年，大大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办学的积极

性。全县共筹集资金2269万元，用于改善学校环境，增添设备，使长期无法解决的“一

无两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88年，县委、县政府拟定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初步规划，并作出了‘关于深

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实现“普九”的目标，决定采取

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分级办学的体制。按分级办学的范围，采取。谁办学、谁

管理、谁负责经费”的办法。广开集资门路，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在城乡开征教

育事业费附加，城镇新建房舍征收教育设施配套费l学生的学费、杂费也适当提高。继

续鼓励各界人士捐资办学。1993年3月，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普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的决定》。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办学体制和管理

体制，继续从多方面筹措经费，加快学校扩建步伐，力争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子1995年

基本完成“普九”任务。

1984--1994年，全县为扩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共筹集资金1．26亿元。各级各类

学校新建楼房405幢，建筑面积39．79万平方米，添置图书、仪器902万元。大部分中、

小学教室实现了楼房化，一部分中、小学实现了电化教学，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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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从80年代初开始，县委、县政府和教育部

门就把建立一支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作

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把罗师、进修校作为培养师资的基地，切实办好。县委、县

政府在1988年所作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关于加快普及九年

制义务教育的决定》，都十分强调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80年代初期，县政府和教育部门

便多方筹措资金，在城区新建罗师校舍，首期工程校园占地面积3．2公顷，校舍建筑面

积8960平方米，可容纳12个教学班。1985年2月，罗师迁回新校，结束了20年四处搬

迁，教无定所的艰难岁月，重新迈开前进的步伐。近年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又投入1700多

万元用于罗师建设。至1994年下学期，校园占地面积扩大到16．5公顷，校舍建筑面积

2万多平方米，开设2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542人。1986—1994年，共培养出2209名

中师毕业生，输送到县内外教学岗位。与此同时，教师进修校也有很大的发展。1982—

1994年，培训中、小学教师3707名，其中中师毕业生2863名，师专毕业生844名。此

外，短期专业培训小学校长、初中的小学教师1280名。对充实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

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宏观管理，提高教学质量。1983年以来，县委、县

政府多次作出决定．把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作为衡量教育工作成绩的主

要标志。教育部门在全县名级各类学校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教学岗位责任制，随后逐步

发展完善，成为。两聘两制”(校长、教师聘任制#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教师岗位责任

制)，和“一包一奖”(经常费包干、完成各项指标有奖)的管理制度。使校长和教师责、

权、利明确，奖罚分明，考核有据，便于操作，深受教职工的欢迎。从1988年开始，教

育局在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推行教学目标管理办法。按不同的班级，制定德、智、体各方

面教学质量指标，责任到人，一定三年．并制定具体的管理的评价、奖励办法，按时检

查评比，兑现奖罚。这一系列改革，使学校管理目标更明确，管理更科学，从而更进一

步激发了学校领导和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和开拓精神，促进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1994年，全市小学一至六年级语文、数学合格率和优秀率，均比上年提高6％。小

学三年级统考和小学毕业班会考，语文、数学合格率、平均分、优秀率均名列云浮市属

各市、县、区前茅。高考上省线人数刷新本市历史记录，达到245人，居云浮市各市、县、

区之首。全市中小学生德育考核合格率达96．5％，优秀、良好率达72％，学生犯罪率为

零。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从1993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在筹措资金、征地、校舍

建设、师资配备、组织适龄青少年入学等方面，进一步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保证如期

实现。普九”的目标任务。1994年初，市委决定调整充实“普九”领导小组，由陈汝福

书记任组长，崔逢池副市长为。普九”第一责任人，市教育局黄石荣局长兼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以依法实施“普九”为目标，在全市上下掀起“普九”大行动。先后投入资金

1．3亿元新建教学楼、科学楼、师生宿舍楼等共131幢，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楼房质

量均达到当地房舍的一流水平。新建、迁建中小学11所，其中中学9所、小学2所。从

而使中小学布局更为合理．学校各项设施达到“普九”要求。1995年10月，经省、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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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成。普九一评估验收小组检查评估验收，确认本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普

及水平，达到或基本达到国家教委和省的“普九”标准，宣布罗定市。普九”合格。从

此，罗定教育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继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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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304—1995)

元大德八年(1 304)

泷水县治所从开阳乡迁至建水乡羊禄埠(今罗城镇南平圩)建衙署、学校。

明洪武元年至万历四年(1368—1576)

泷水县设教谕或训导1员．主管境内学务。

明景泰五年(1454)

泷水县县署迁至今罗定市旧城区西北临江处。同年七月始建砖石城墙。以下记载的

书院，均据砖石城而定位。

明正德九年(1514)

建同人书院于城内西南面。

明嘉靖元年(1 522)

建泷江书院于城南门内。

明万历五年(1577)

泷水县升格为罗定直隶州后，改县学为州学。设学正l员、训导3员，掌管州境学

务。属下生员名额亦有规定。自明万历五年至清康熙年间，罗定州之廪生(科举制度中

生员名称之一)原额20名，增生(科举制度中生员之一)20名，后各加额4名，廪生有

廪米有职责，增生则没有。

明万历四十年(1612)

建维心堂于州城外河东文塔右边。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建南征书院于州城南门外。

明天启四年(1624)

将泷江旧学宫改建为揆文馆。



明崇祯九年(1636)

建典学书院于州城东门外。

明崇祯+二年(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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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连棠书院于州城外石桥头。至此，明代在本州境内建的官办书院共7’所，均久废。

清顺治四年至宣统三年(1647—1911>
‘

州设学正和训导各1员主管州境内的学宫和书院的祭祀和学务。学正署址在学宫右．

清康熙十七年(1 678)

将旧有的文明书院改建，称为罗阳书院，院址在州城南门内。嗣后多次扩建，至光

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人文小学堂。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建学院于州城内西南，乾隆年间扩建，主要是用作科举考试场地。

清嘉庆七年(1802)

建罗西书院于泗纶圩后街。

清道光二年(1822)

建文昌书院于雄镇圩尾，嗣后多次迁建，定址于南平圩。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

高等小学堂。

清同治四年(1865)
j

建泷水书院于罗镜中街。
’

清光绪十二年(1886)

建菁莪书院于本州城内学宫右边(今道前街)。至此，清代在本州境建的官办书院共

6所。

清光绪二十四年(1 898)

朝庭谕各省、府、州、县停办书院，设立新式的学校，称作学堂。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

颁布誓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为我国现代学制之始，罗定嗣后的大部分

书院改为学堂后，一般也执行鬈钦定小学堂章程》，但功课教法(相当于后来的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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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则减缩若干新学的科目如算学、外国文。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本州设教育行政机构，称劝学所，设所长1员，管理州境学务．

同年，清廷诏书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严饬府、厅、州、县赶设启蒙小学堂。

同年，州城外的文昌书院，率先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至清末，先后设立的小学堂

共有36所(含初等、高等小学堂)。

宣统三年(1911)

创建罗定公立中学和阉县中学。

民国元年(1912)

民国政府教育部于民国元年至2年陆续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

年限为18年。原称学堂的改称学校。原中学五年毕业改为四年毕业，本县罗定中学校，

初期是执行四年学制及教学计划。

是年，教育部颁布。新学制系统”(1lp壬戌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年限为16—18

年，分3段5级。其中(1)初等教育为6年，分初小4年与高小2年，本县的小学校至

建国前都是执行这个学制，其中教学计划则时有变动。(2)中等教育6年，分初中3年

和高中3年两级。本县的公、私立中学校，民国中期至建国前都是执行这个学制年限，教

学计划则时有变动。

同年，县府奉令设立县督学局，管理全县学务。

同年，原罗定公立中学和阖县中学合并，以旧协镇署为校址，名为罗定中学校。不

久，奉令改为省立罗定中学校，这是县境内最早开设的省立中学校。

同年，原官立高等小学堂，改为模范初等小学校。

民国2年(1913)

本县裁撤督学局，改设学务专员，管理全县学务。

民国3年(1914)

基督教会在县城整弓顶开办真道女子小学校，这是本县最早开设的教会小学。

民国6年(1917)

本县裁撤学务专员，复设劝学所。同年图书馆创立，隶属劝学所。

民国7年(1918)

本县选送张定汉、苏天元、周燮元等3人，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费用由德义祠、菁

莪书院支付。彭启彬、周英源、黄士源、黄佩瑜、黄刚、区澄宇等6人自费同往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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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8年(1919)

。五·四一爱国运动，遍及全国。本县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随即与各界人士一起集

会声援“五·四”运动”。 ．

民国11年(1922)
^

本县裁撤劝学所，改设教育局，属县政府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
。

．·

民国14年(1925) ．

6月，县学生联合会改选．中学生集会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同时，在

省立罗定中学校组织新学生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罗定开始发展团员。

民国15年(1926)

省立罗定中学校更名为省立第八中学校。

，j
^

民国16年(1927)。

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国民党当局随即派军警镇压人民

革命。

4月15日，省立八中校友、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监察员谭其镜，被国民

党当局逮捕，26日被杀害。

5月7日，省立八中校友，共产党员、罗定农民运动特派员李芳春，被国民党反动派

逮捕杀害。 j

民国17年(1928)

4月14日，省立八中在校学生、共青团员陈泗英(女)、陈琼英(女)，参加罗城革

命暴动准备工作，因事泄暴动失败，两人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3 El被杀害。

6月，蔡廷锴将军捐资在罗镜龙岩创设廷锴小学。

8月，省立第八中学校校友、中共高要县委常委唐公强，在新兴县境内对敌作战中牺
牲。 ·

同年，县政府创办罗定县立女子师范e今罗定师范学校前身)．

同年，省立八中新教学楼落成。该楼于民国14年由德义、菁莪两局拨款15000银元

兴建，设计为两层12室，砖木结构，因款不敷支出停工．民国16年，校长黄裳元多方

筹款续建，民国17年建成。

同年省立八中校长黄裳元，向当地驻军申请拨款，建成砖木结构、可容纳500人的

礼堂一座。

同年，县政府改建寿世堂为民众教育馆，同时将附设于教育局的图书馆迁入教育馆

内。 ‘。

焉■■■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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