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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他
们
加
强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
推
动
文
化
宣
传
的
又
一
举
措
，

为
更

当务
，人布
丁 " 1-

时望
代了

又巫

化 3、

27 
济们
社提
A- 斗央

示了

品生 可
激资
荡停

在面
经又
济化
社坐
会标
发 O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
。

其
实
，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历

史
，
就
是
一
部
对
文
化
不
断
继
承
、
积
累
、
创
新
的
史
诗
。
以
世
界

的
眼
光
和
扎
实
的
工
作
，
积
极
推
进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
大
力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是
山
西
实
现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

在
这
场
伟
大
实
践
中
，
全
省
各
级
领
导
和
广
大
宣
传
文
化
战

线
的
同
志
们
，
必
须
进
一
步
增
强
重
视
文
化
、
发
展
文
化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
必
须
以
百
折
不
挠
的
精
神
和
开
拓
创
新
的
勇
气
积

极
推
动
文
化
建
设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基
出
版
，
仅
仅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步
。

前
程
似
锦
，
重
任
在
肩

。

衷
心
希
望
晋
城
在
今
后
的
实
践
中

能
够
不
断
探
索
，
创
造
新
经
验
，
续
写
新
篇
章
，
继
续
走
在
全
省
文

化
改
革
发
展
的
前
列
!

是
为
序
。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切
券
、
本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 
晋
城
市
即
将
出
版
一
部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文
稿
送
到
了
我
的

案
头
。

全
书
共
十
册
，
二
百
余
万
言
，
配
图
近
千
幅
，
内
容
丰
富
，
资

料
翔
实
，
文
字
通
俗
，
为
我
们
了
解
和
研
究
晋
域
的
历
史
文
化
，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史
料
，
打
开
了
一
扇
重
要
的
窗
口
，
称
得
上
是
一
项

功
在
当
代

、

利
在
千
秋
的
文
化
基
础
工
程
!

文
化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灵
魂
，
是
凝
聚
力
和
创
造
力
的
源
泉
，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强
有
力
的
支
撑
，
更
是
一
个
城
市
魅
力
之
所

在
。

晋
城
作
为
一
个
新
兴
的
现
代
化
城
市
，
近
年
来
，
在
经
济

、

政

治
、
社
会
、
文
化
等
方
面
都
保
持
了
较
好
的
发
展
势
头
，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建
设
领
域
，
积
极
探
索
，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丰
硕
成
果。
作
为
全

省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试
点
市
，
晋
城
解
放
思
想
，
开
拓
创
新
，
在
不
断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同
时
，
积
极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大
力
推
动
「
五
个
一
工
程
』建
设
，
在
政
策
扶
持
、
产
品
研
发
、

会
展
成
果

、

新
创
剧
目
等
方
面
都
有
新
的
突
破
，
在
全
省
起
到
了

示
范
和
表
率
作
用
。

这
次
编
暴
和
出
版

《晋
域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杯
』
等
多
项
殊
荣
，
享
有
『太
行
明
珠
』之
美
誉
。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直
和
富
饶
的
自
然
资
源
，
是
昔
城
赖
以
发

展
的
先
天
条
件
，
而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和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太
行
神
魄
乃
至
今
天
的
晋
域
精
神
，
则
是
晋
城
人
民
改
革

创
新
、
争
先
发
展
的
力
量
源
泉

。

此
次
编
慕
出
版
的
这
套

「丛
书
』，
囊
括
了
全
市
人
文
历
史
、

自
然
风
物
的
各
个
层
面
，
比
较
完
整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全
市
历
史

文
化
的
全
貌

。

『丛
书
」史
料
翔
实
、
选
材
填
密

、

国
文
并
茂
、
行
文

朴
实
，
是
解
读
晋
城
、
宣
传
晋
城
比
较
可
靠
的
向
导
，
是
进
一
步

挖
掘
和
深
入
研
究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的
总
纲
，
为
传
承
和
发
展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树
立
了
典
范

。

文
化
是
根
，
穿
越
时
空
且
代
代
传
承
.
，
文
化
是
魂
，
润
物
无

声
而
愈
显
生
机
;
文
化
是
旗
，
历
久
弥
新
愈
奋
勇
向
前

。

愿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篡
出
版
，
能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晋
城
、

热
爱
晋
域
，
积
极
支
持
并
参
与
晋
城
的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斗争
农 j

中
共
音
城
市
委
书
记



序
二编

慕
出
版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是
晋
城
走
向
全
国
、
走

向
世
界
的
迫
切
需
要
。

「
丛
书
』的
出
版
凝
聚
着
宣
传
思
想
战
线

诸
多
同
志
的
心
血
，
是
晋
域
新
时
期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成
果
。

晋
城
位
于
山
西
省
东
南
部
，
东
枕
太
行
，
南
临
中
原
，
西
望
黄

河
，
北
通
幽
燕
，
是
山
西
通
往
中
原
的
重
要
门
户
。

境
内
太
行
、
太
岳
、

中
条
二
山
聚
首
，
丹
河
、
沁
河
二
水
纵
流
。
山
川
壮
美
，
资
源
丰
富
，
历

史
悠
久
，
文
化
遗
产
丰
厚
，
是
华
夏
文
明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之
一
。

晋
城
行
政
区
划
基
本
格
局
始
于
隋
开
皇
初
年
，
时
称

『泽

州

』
。现
辖
一
区
(
城
区
)
一
市
(
高
平
)
四
县
(
泽
州

、

阳
城

、

陵
川

、

沁

水
)
，
总
面
积
主M
M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M
M
U
万
。

3
∞
ω
年
建
市
以

来
，
乘
改
革
之
势

、

借
地
利
之
优
、
秉
资
源
之
富

、

得
人
文
之
盛
、

聚
人
民
之
智
，
一
跃
而
为
山
西
改
革
开
放
的
桥
头
堡
，
获
得
了
全

国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工
作
先
进
市
、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
全
国
绿
化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
双
拥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科
技
进
步
先
进
市

、

全
国
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最
高
奖

『长
安



这
本
书
是
整
个
『
丛
书
」
之
一
，
它
所
介
绍
的
只
是
晋
城

历
史
的
轮
廓
，
只
是
一
条
主
线
或
者
脉
络
。
它
给
读
者
的
也
只

能
是
对
晋
域
形
成
一
个
总
的
认
识
和
感
觉
。
晋
域
是
个
蕴
藏

着
深
厚
历
史
文
化
的
地
方
，
折
射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智
慧
之
光
，

应
该
惜
之
如
玉
，
爱
之
如
珍
。
如
能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
也
就
算

不
辜
负
读
者
的
期
盼
了
。

至
于
涉
及
到
历
史
沿
革
、
关
乎
民
族
全
局
的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和
战
争
，
本
书
都
做
了
比
较
详
细
的
记
述
，
如
秦
赵
『
长

平
之
战
』
、
后
周
与
北
汉
争
霸
的
巴
公
原
之
战
、
粉
碎
日
军
九

路
围
攻
的
高
平
牛
头
山
血
战
、

以
及
解
放
战
争
中
上
党
战
役

的
最
后
一
战
|
|
桃
川
战
斗
，
均
叙
述
从
详
。

本
书
起
止
时
间
为

.. 

从
远
古
至
一
九
八
五
年
晋
城
市
成

立
。
在
写
作
过
程
中
，
参
阅
了
有
关
史
志
书
籍
和
现
代
学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
在
此
致
谢
。
但
终
因
资
料
之
故
而
有
些
事
件
未
及

深
究
，
或
有
挑
漏
，
尚
祈
读
者
指
正
。

2
ι
悼
词



自
序晋

城
山
河
，
壮
丽
而
富
饶

。

晋
城
历
史
，
久
远
而
辉
煌

。

她
，
被
巍
峨
的
太
行
山
、
蜿
蜒
的
太
岳
山
、
秀
丽
的
王
屋
山
紧

紧
地
拥
抱
在
当
中
，
又
以
万
古
不
息
的
黄
河
为
襟
带
。

两
千
年
前
的

汉
代
就
已
经
开
始
挖
煤
铸
铁
，
是
全
国
著
名
的
『煤
铁
之
乡
』
。

从
旧
石
器
时
期
的
沁
水
下
川
文
化
、
陵
川
塔
水
河
文
化
、

泽
州
高
都
文
化
起
，
我
们
的
祖
先
就
在
这
里
繁
衍
生
息
;
而

距
今
五
千
年
前
的
神
农
氏
在
高
平
羊
头
山
始
耕
，
更
开
创
了

人
类
农
业
文
明
的
先
河

。

一
直
到
抗
日
战
争
、
解
放
战
争
，
这

里
是
革
命
老
根
据
地
，
晋
域
人
民
为
中
国
革
命
的
胜
利
，
做
出

了
卓
越
贡
献
。

《历
史
纪
事

》
仅
为
地
方
史
。

地
方
史
只
是
一
朵

『小
花
」，

而
无
数
朵
小
花
簇
拥
在
一
起
，
就
成
为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国
史

的

『大
花
园

』
。
这
也
正
是
我
以
饱
满
的
热
情
浸
蘸
着
浓
浓
的

墨
水
，
讴
歌
晋
域
历
史
的
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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