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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号

过年来，编基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花圈内，昔远地开晨起

来@棒括中兵吉市办 (1986) 9 号文件的指示， 我们承担了《吉

林市文化志》的编摹任务。

支离篡工作 )1庭和i 进行， 搜集了大量资补。 我们从中发现z 第

一，由于旧时代的文化艺术活动，极少直接见诸支册、提f'l J li号

放后，义国种种原因，对资料的搜集、整豆豆、保管不够好，弱而

所在资料大量地来每"口碑"和其钝闰接记录，必摆在编写之前，

对这些资料，运用马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现点，精心迄

择，鉴聪考证，以达到"去拉取精，去动存真莎的目的ρ 第二，

由于奇特繁多，志书不能全部容纳，许多李贵的、有价位的资

料，必JM 另辟园地予以记载。为此，宁分必妥编摹《资种汇

编》。

《吉林市文化艺术志·奇特汇搞》就是在主运思远指导下编

寨的 e 它是直接为编暴《吉林市文化艺术志>> (系到丛书，包括

《吉林市文化志}})豆豆务的，是在书的有礼组成部分，是信息，是

佐证，是补遗，是备考，是为了史料史翔实，志书展量吏禹。

《吉林市文化艺术志·营料汇搞》将编寨若干期， 陆续刊

印，内部蜡 j阂，广泛茬求意尾。

抛砖意在 ~I 玉，信息期其反馈。希望有志于支志工作，关心文

化艺术亨业的同志热情赐教，提出宝贵意尾。

编者



自 录

吉林市文位同址奕汪巍查. .. ~ .. 9.. ~ • • ~ ~ • • • •• '" ..，徐立本( 1 护

吉林市文化局党委沿革……... .....………. .. ~ .徐立本( 2 ) 
《松花湖》半月刊简介…….. . . . . ~ . . . . . . ., .……刘少风( 5 )~ 

艺术馆的 u马兰牧骑"…………·‘…………·苏凯( 8 ) 
吉林市"乌兰牧骑纱的出来. . . ~ .. .. . .. . .. . ... . " .徐光( 13 ) 

忆吉林市艺术学校. . 9 .... • •• ••• ~ I • • • • • •• •• • • • • .... ....离玉瑛( 24 ) 

吉林市解放后巷古词查述要……………….，辈学增( 32 ) 

吉林文庙的维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喜禄( 36 ) 

阿什哈达摩崖薄的维棒. ~. .... " . .. . . .. ... .. . . . . . . .王菩提( 38 ) 

《吉林市文物、悖物馆志》纲吕〈初稿}

………集体讨论董学增执笔〈刊}

吉林市文物、搏物馆工作大事记.. .. .. . .. . . ... ...陆国宽( 49 ). 

吉林市毛主露伟大革命实践蹲到信大事记…陆国宽( 70 )

吉林市浅罔键作、评论活动大事记…………魏志民可 77 ) 

吉林市电影沿革与记事编年

. .蕾…·贾永胜正在学龙庭( 133 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吉林市文化局址变迁调查

一、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市政府文教局，办公地址在

现吉林墨学院正楼二搂嚣倒。

二、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十月，市政府，文化科，办公地

址在现北京路吉林军分区招待所对国青砖楼二楼西销〈原逼天区

政府旧址〉。

三、一九五器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夺政府文化

处，办公地址在现市政楼二楼。

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吉林市文化

局F 办公地址在现市政清院内东髓〈原一轻局、税务局)f]址〉红

楼二楼南德.

五、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吉林南文化

局，办公地址在现市政府皖内正接二楼东髓。

六、一九六八年下手年至一九六九年九月，吉林市文也黯参

如市宣鼠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大队六这队，集中搞斗、主t、攻，

地址在现市政府院内西部〈原机械局、冶金局址〉黄楼二接班

醋.

七、一九六九年十月初组建吉林市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办

公地址在现市政府正接一楼西倒.

J\、一九七0年十月攻建吉林市文教局，办公地址在理市总

工会院内后搂二楼东摇.

九、一九七一年五月至一九八三年，-rji文教局分开后，改为

吉林市文化局，办公地址在现市政府正楼二楼东瓣。

十、一九八四年裙，吉林市文化局搬到现址-一市政府院内

东倒(原财政局、粮食局社)红楼一楼.

·输立本·

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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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4事帘又可也.局珑，委培主在

二九五七年十月成立文化局党组〈至一九五八年七月〉。

觉'组书记z 康闵

成员 z 刘擎天、挑华文

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一九五九年八月。

党组书记z 韦虹

成员 z 李云波、康部、刘擎天、宋环荣

一九五九年八月成立吉林市亘弱文艺党总支〈至一九六一智、

四另) • 

总支书记z 李云波

副书 i己 z 胡棉

团 J总支书记z 张金娥〈女〉

一九六一年四月改建文化层党委〈一九六二年撤销) • 

党委书记=李云波

酣书i己 s 掠元久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I )(ij子是

组织部副部长z 潘维善

宣传部部长E 白风〈女〉

局党组书记z 李云波〈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

成员 z 韦班、 11J￥藻、)(iJ擎天、宋环荣、王秉锋〈一九六

三年)、魏胜华〈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吉林市文化局党委，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 2 • 



党委代理书记a 孙藻

酣书记，李桂亨、刘擎天

党委办公室主任z 宋主平宋

组织部部长z 魏胜华〈女〉

宣传部副部长s 邹宗揉

器委副书记事宫传告

一九六六年改为文化局政治处.

主任s 李世亨

副主任s 魏撞华〈女〉、邹宗棒

监委副书记事徐立本年

飞，

一九七二年三月召开党员大会改选文化局党委。

党委书记事张军先〈军我衰， 一九七二年四月至一九

七八年)

I1J书记事李重亨〈一九七八年七月张亚先羁走岳任党委

书记至一九八三年七月〉

画t书记事李远白〈军代表，一九七二年〉

副书记，谷虹〈女，一九七八年五月至一九七九年二月〉

副书记a 赵湛〈女，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九八0年十一

月〉

副书记，杨学摞〈西族，一九八二年三月至一九人三年

七月，之后任党委书记至一九八四年二另〉

副书记s 莽金德〈女、蒙族，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

四年二月〉

党委虫、公室主任s 丁秀生〈一九八三年〉

政工科长s 王段一〈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

战科长a 滕全吉〈一九七二年〉、部宗禄〈一九七二至

一九七人年〉房效孟〈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

• 8 • 



三年}、卢继扎〈一九七八年至--jt.:A三年)l

组织科(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人三年》藏问昂怯z 草草家学〈一

九八0年至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年接韩怯〉、卢继礼、周

效孟

宣传科〈→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鸦雀章锵莹〈女，一

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商学章(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

年〉

结栓委副书远z 徐立本〈→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

lJJ ) 
团委副书记z 姜锐〈一九七三年圣一九七五年人曾碧海

{一九七三年〉、徐小平〈一九七四年歪，一九七六年〉、

道激兰〈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横纬环〈一九七

七年至一九八一年〉、马增奇{→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

年〉、膝文、沛 (-j[ι八三年〉

一九八四年二月，召开市文化局第四届兔员代表大会，攻造

局竟委.

党委书记事揭学摞〈围族，一九八四年二月豆今)

副书记z 莽金德{女、蒙族，一九八商年二另筑一

九八五年九月〉

蹲书记z 赵廷贵〈梅族，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今〉

党委办公室主任z 武医礼〈一九八四年至今〉

因委副书记t 顾妇: (一九八四年至今〉

·棒立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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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湖》半月刊简介

《拾花湖》是五十年代末，吉林市群众艺术结主办的-个以

发表说唱文学为主、文器并茂、 综合性的文艺半丹刊. 它是在

该馆原办《群众艺求》始基础上? 为适应我嚣民经济、 文化事

业发展前需要商创办的。虽然从创刊到悖霄，时间只有半年，但

影响很大，至今人的白念念不忘立在我市文化事业建设上立于的

功劳s 其原理就是它真实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配合

了政治任务，推葫了生产发展，便进了社会主义部文化建设，培

养了大批业余文艺作者。程将该刊物需要情况分绍如下z

-、办事i宗旨 t

《松花湖》创刊号"发刊i司η 说"随着生产大跃进租技

术、文生革命高悟的出现，理模巨大的群众文艺创作运功的普选

开展和不断提高，决定把 4 开 41嚣的《群众艺术》改为32:3手20页

的文艺演唱半月刊，并支名为《桂花期》。

a攻刊后的《松花湖》是一个普及化的文艺期刊，它的读者

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劳动知识青年，以及广大地业余文

学、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爱好音量并及时供i主业余廓团演唱

材料及业务参考资料。

"注刊王三陪《松花湖>>，除了保留《群众艺求》尿在的特色

外，在内容上，将更紧密结合当前任务，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立传教育为纲，战多种多样短小精悍能艺术形式，及时地反映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入物和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成长及工农兵群

众自己的作品童在形式上，它存以发表演唱材料为主，并适当地发

表群众在生产斗争中倒编的民我和一部分布夫创作方 i型的辅导材

科 s 在风格上，将尽量使它具有地方性和民族特色，提信写本市、

本地区生产战线上的伟大成就和奇茬，以及涌现LB来的英雄、

.5. 



模范人坊，但英雄，如10\慎毯，眼中心，为;千个时'却jljl 心 11务 ;j民务

的短小精悍作品，是我们和广大读者、什.主共同努力的方向。

l'此外， <<栓花i萌》将大力搞好文艺评论工作，辅守群众文

化活动前开展，普及和提高群众乞求知识本 1气功装椒、豆豆叶骨、

美术、封面设计等，也力求这一步革甜，迈步做到文在Ln茂。

" <<松花期》的编辑工作，将问:入到工在?毛主fl去，培养和提

织那些经得起生产斗争和捷级斗争考验，经过忍、想改造，不怕危

险嚣难，具有工人段级思想的、业余的作者。我1f1相信，这样才

能写出不慎于伟大时代的作品。纱

二、编辑与发行z

主编单位z 吉林市群众艺求饶<< ;fí~花期》编辑主 a 地址

林市北京路南51号。电话I 3177 Q 

主编t 吉林rlr群众艺术馆副'C{{长王秀沟。

编辑z 题正、常自由、步2151{音乐〉、李为fll(美术)。

装i黯z 平装， 32开， 24页至48页不等。

出f!J军半月f!j，每月 5 日和20 n H\ 刊。 1959年 1 月 5 I=J "岱

刊号纷出刊，离年 7 月 5 日第13期注1 T!J，以后持114.

定f，)-:每班0.05元。

支行z 吉林市邮局。

订阅=吉林地区各邮局、 fF1.

零售 z 吉林地区各新华书店.

印lilÙ I 吉林市fp属厂。

三、出乎j情况 z

《松花湖》从创i1j~J仔月， JJj时半年，共出13期，友行的政

无记载。其宫情况大致如下E

1 、拦民与作品

《拴在翻》开设的栏目在s 戏剧、应i艺、群众画菜、群众歌

声、新民歌、文艺讲座、俱乐部及学习与豆费等。

<.松花湖>> 1 一-13期共发表或剧、曲艺、歌曲、诗、噩、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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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剖记录、文艺评论、文艺知识、通鼠特写、笑话、故事等习毛

同形式的作品和文市216宿。其中大多数为戏剧、曲艺作品。

2 、发表作品的作者姓名

《桂花白)) 1--13WJJ3v发作品的作者共121名。 也〈她〉

们是zfi 虹、古学林、I! 1- 茂-ti 、老乐、张二;墙、吴世杰、张国芳、

依苦 (~E Þ守〉、常自由、戴明、王慧、陈杰、管学成、黑德民、

云平(苟云起〉、 3在驹、王德家、赵哲民、徐光、学海、耀忠、

王希安、潘老太太、李为挝、王显湾、~j)豆镰、玉步宽、李培基、

石青、字3号挺、草辑、耿大伟、文ur 学、 j司正、 x~耀纲、庭旭、·

常三、永文、 2 王惠群、?守取兰、玉贯瑜、芋角号、刘秉阔、牛瑞

林、郑连忠、男;少AJi、:莘莘、王在成、徐明举、白云武、建舒、

董志成、国国华、李甜、 fi可玉琢、刘万豆i 、张翼燕、彭玉文、高

万挠、宁主长存、陈风、郭ifk 琼林、孙焕宝、秦奎武、唐椅持;、

冷泉、王林东、齐光、温挝、品志沟、可车、 I播学;友、结吉太、

魏萍，亚、 r宪w、王圳、孙敬尧、王崩离、陈东、 呈平、 郎报

珍、张洪超、张正平、常英、王家东、引租、吕风、孙林、信允

f 、 f廷11、杨德林、或其吕、张拍出、海惊、何为、子矛、竹

青、汤锦煌、姨庆丰、刘忠贵、 n(-景春、郑康泰、揭开出、朱自1

堂、侯捋巍、周静波、芮乃明、罗拉、李步搓、 开国华、 犀万

者、惨兵、博学旗、迅金、戈沙、ì'f玉 III 、金道{麦、主15始天、李

青和、关部。

3 、作者情况

有我地区工人、农民、土兵、学生、教贿、干部、崖生、服

务员、营业只及专业作者看l~余文艺活动在{极分子F 有rìf锐导、

文位部口的负责同志、文住单位及剧团的演职人员享有省直文艺

单位的专业和业余作者 s 有省内兄弟地区和外省市部分作者 F 还

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作者。

·刘少民·

• 7 • 



艺术馆的"乌兰牧骑"

在我们吉林巾'群众文化工件中，有一支人们十分熟悉的小型

文艺宣传队-一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的"乌兰枚骑梦。

1964年内蒙古"乌兰牧辑"捷出队哥拉京演出，影嘀极大。她的

队伍轻重，节目小型多样，队员又是一专多能，得到了中央文化

郁的充分肯寇，并被树为全国文艺界的样援。同'芋，中央又发出

号召J文化、艺术要深入农材，.更好地为五千乙农民服务"。为了

确应这一号召，市群众艺术倍于1964年11月?抽调了艺术馆部分

干部组织了一支"农村文代工作!iÀ"。 这个队的宗旨是z 为广

大农民服务， 为农业生产服务。 其任务是z 距离农村，宣传农

业生产第一线的好人好事，送文化上门，辅导学习毛主席著作要

帮崩农村建立文化宝z 广泛培养读摄员、板摄员及其他农持文艺

骨干，丰富农民的文住生活。

在这个队剖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队员只有张弯、董秀云、宋

春福、张景义、关坦光五人。为了早日与农民晃町，五个人的小

宣传队就开始正式排练。在排练过程中，人员还在陆货，增如，到

1954年 12月下旬演出之前，又有梆玉华、潘学友、毕秀云、解忠

跃、程平等五同志被充实到这个文化工作队里来。这个队的队员

们都是上台能演，下台能编，拿起乐件能伴奏的一专多能的多吉IÎ

子。带领这个文化工作队下乡活动的是馆长王秀海。他一有事就

和大家共同商量， 1r因患共窍解决， 特别要求对农民的报务态

度，一定要发揭:豆'锋精神。使这个队无论走到哪里，都夜被热情

地为农民服务，给当地农民窗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5年元旦， 他们就把目rJ 剖排好的节吕， 送到在古县的衣

村， I司那些锦僻山区农民一起欢度元旦，使当地农民银受E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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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份，文化工作队又深入磐石、音f兰两县，为那里的农，民送

新文化上门。

六月末七月初，为了解突个别人本愿到农村去援务的思想问

踵，全队回到市内进行整棋，品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讯。正在整曾11

阶段， 七月十二哥， 市内东关宾馆有个会议邀击他们为大会演

出， 地点在东夫宾铠礼堂。 当天文化工作:认为大会演出了自辅

的独舞《蝶恋花》和开场式《我们是在村文化工作队》与二人转

《王老汉接姑娘》等文艺节目， 受到了在场现众的好评。意外

的是， 文化工作鼠的全拌人员， 模本不知道这场演出竟被当时

住在东关宾帘的中共吉抖;安委宣传部副部民韩容鲁同志看到了。

演出结束， 队员们吃饭的时候， 韩副部长特意3ilJ餐厅若望了大

家，还向队员钉进行了交谈。带队王秀海把文化工作P.Á.FI<J t古玩向

韩容鲁副部长做了介绍。韩部长说"你的人员少，趴伍精，方

向3时，应当坚持下去。"当天晚上他回到房剖，为这支文化工作

队的演出写下了四句诗作为现后惑， 给予了赞扬. 诗中写道E

"一人多能十当百，严肃活泼多风，否 z 乌兰牧骑l'fô费样， 革命

劳动;}(增包纱 。当院，这首诗就被送到《拉花江白摄》壮，

第二天使在《松花江日在》第三摆上发表出来。 ~l 此， 市 ι

术培这支农衬文位工作队，辑露了头角， 为人们所揭 I i 。 有很

多人称它为吉林市的"乌兰枝特呼， 意思就是"红色文化工作

队".

韩:在鲁同志的鼓励，嵌纸的宣传，人们就?它的;更名，都使

这个队的人员很受鼓舞。 Ljj -F旬，他们又到了舒兰、磐石的五

个公社 i 一个生产大队，为那里的在民服务。所到之处不仅演出

文艺节目、放挟幻灯、展览爵片，丽且还帮助当地试办桂会主义

文化室，培苦11毛主席苦作辅导员、提援员、教教员等业余文革前

动积极分子，担革命文住送到生产的革前情，播下了针会主义文
也前种子.

这个文化工作队，当年踪了在文 f-t宰演出、辅导主i外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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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 i碍是活跃在地头、曰:胃。有时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途

中碰见有的农民在地头休息，也主动地放下行芋，拿出特棍、乐

器为农民唱唱歌曲， Ì寅点小型节白。 1965年 8 月 22日《吉林在

报》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他的从下桃 111大队到明域公

社去，路上就演出了丁之次，不分场地、时间， 也不分人多人少，

无论是上百人还是十几人，他们都热情地为社民主连戏、校幻盯、

讲故事……"

拉们为了与广大农民生活的更融拾、关系更密罚，二百传队制

定了必兰同" "四不吃"的生活原则( "-:::11司" lW: I司吃、自

住、同劳动 tt西不吃纱就是=不吃食、不吃肉、不吃蛋、不吃

豆腐) "他们每到一垃至少要停留两个21韵，多引出一个月，白天

和农提一起参加劳动， !咐~J::为全村人演节日，一有空还帮肆农民

教好事。

前面提到的《吉林日报》的那?可文革·还写到"……一次

他们看到社员的水井台坏了，打Jl<~~主费事，又容易 ;ii危挠，挠和

ffl 劳动后的体息时间，把;JI~台修好……还有一次，在从开原公社

到青山大队的途中，她们看到一夜挥坏了，当时没有来得及修.

虽然大家走路、劳动，累了一天，晚上还憾念着这件事。第二天

一大早，工作队的同志们就操起了工具， fii去把桥修好了才碍来

:吃早饭。"

当年，他们到农村演出，在节目上，特别注意把合党的中，心工

作。常把农业生产第一浅上出现的新人新事，以最块的速度编捧

出来，让农民在节目月!.看到本持的事，找到本何的人，使其受到

鼓舞，增强干劲。

有一段材料写道: "一次文化工作鼠，到了磐石县的黑石公

社，正赶上当地推广福子大垄栽培法的经验。对于这样一得茹生

事物，有的农民恕不逗，认为这样敏是瞎了秧苗，费了时间.文
化工作鼠，就根据发现的问题，端持了《大垄栽培好处多》及

《歌领插秧能手》等二十多个节目，不仅为插秧现场合增器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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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还椎动了插秧生产进度。纱

当年，也们为了少给和不给农民找弹烦，每次下乡，都是身

背行李. lï'J挎背包，手拿乐件，使步接涉在广爵的农村。他的这

样严格要求自己，得强了农民们的关怀和爱护。每次演出结束送

行曲时候，农民 ifJ 部阔前南窍，恋恋不舍，想尽办法来送他伺到

下一边。

"一次，这个文化工作队， i要从鸡冠IU大 IR型U:版商出公社，

为那里的农民演出传生产队黑知道这支队伍从来不坐卒，就特意

在车上装了几只氨水瓶，说是要送到公社去，让工作队的同志摄

丰一起毛。 fl]"是到了公社以后，车上的主运水瓶一个也没卸下来，

就远了回去。队员们一iTι 才知道是生产队乎天晚上开了会，特

意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送他们的。"

当年由这支乌兰牧骑队，主要是面向在持，从服务入手，每

到一处除演出、劳动、搞罔片展览、放映幻灯、讲革命故事、设

毛主席语录板外， 还积极为农村建立文化室， 培养当地文艺仔

rite 仅 1965年 1 至 8 月， 他1n就为农村社员建立了27个社会主

sl 文化字，培苦1I 了 210余名业余文艺活动骨干，还培养了一些农

民白己的读握员和提报民，给农时开展文化活动解决了一些实际

问题。

由于这支文化工作队在农民中很有影睛，在省、市也有一点

小小的名气， 1965年在长春召开的占林省丈化工作会议把这个队

从农时调往符1成为大会演出，同时还在会上作了经验分绍，受到

了大会的奖励。省文化工作会议后，这支农持文化工作鼠，又在

省宾馆为全省文艺界专业团体进行了示落摸出。

为全雪文艺界专业团体的录莲演出，还在进行着，带队王秀

海副馆长突然接到 I二级通知，让第二天返回吉林市，说有重要演

出任务。

;返回吉林市，演出地点还是定在东美宾馆，原来是中央书记

处书记、闰务院MII 芭理、中贯部部长黯定一同志来到j吉林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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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吉林rti有一个乌兰牧骑队，就特意赶来看捷出。当天演出T

表在唱《我们是农村文化工作队》、相声《女队长》和对口词、

快苍豆腐等一些小节目。以我市的马兰牧骑队为主，国台演出的节

目还有吉林省民问艺术团的拉场戏《阔碾房》、单出头《小老

援》和成吉县吉剧团的二人转等。

演出结束后， 在:i远一同志接丑了全体演员， 合影罢念，并

对我市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一→乌兰较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

说幸 在你们的方向对头，短小精悍，直接为广大工农兵强务，我

要捂住们的经验带到北京去摧广 JF 几句洁，使文化工作队的同志

们接受鼓舞，下乡的劲头更大了，为农民瑕务的热情更高了。

此后，文化工作队又奔赴农村，起合市西洁工作西到现泪.1':..飞

副忆苦忘却，以文艺演出来自己合四洁工作。当年双河摆棋库有一

个战"李福的站长，有贪污问题g 文化工作队就报据四指工作回挺

供的持料，缩了个士或《李福于ζ童年>> ，反!映了李福通过也苦思

甜、新IEf对比，认识了自己的错在:.

骂年文化工ff队 ~I 编的节H 中，在以反IDi翠村教育群众的，

也有正雨表现先进入物事迹的。 1956年被评为智劳动模毡的市北

京路粮店失去先杰同志，校!3;业务极为熟练，对!明客对譬如挠，工

作'队就把她的事迹缩成了相声《一口洁>>.为服务行业树立了捞

样.

他古111 年的每场演出，时间都近两个才时，多敖是在室外搭

台子，或在国阂，或在地头。但为了使少数挺寡老人也能看到!JW

吕，他们就送戏主门。后.埋没有戏台，他们就西地制宜，充分利

JH农村特有的家庭条f'1:一一商~t;大吭，克南就当作或舍. ~t统作

为观众菇，想尽办法，能造条件为在捋部寡老人服务。由于炮击'j

左到癖里都是这样热心， ør以常常拉到农民写给他们的感谢宿。

-F乡演出的前半年，也i门的行亨、道具、 乐件等， 都得靠

个人背二红、挎、拿， 后来为了走乡串屯的方棋? 大家萄n亩茹

想法子，自己动于放了一个两轮小车，把班有的东西都放在小车

• 1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