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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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希
望
了
解
晋
域
的
人
们
提
供
了
可
资
借
鉴
的
文
化
坐
标

。

当
今
时
代
，
文
化
和
经
济
、
社
会
交
融
激
荡
，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

。

其
实
，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历

的史
H民兰;
尤宫
和工
才L 豆R
-'-。尸
六叶

的乏
工化

作不
积断
极 j应

推永
进积
又累
4匕
/.，.飞IJ

Tz 
夏立
大 O

力以
发世
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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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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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
为
序

。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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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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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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
和
出
版
《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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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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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精
神
，
则
是
晋
域
人
民
改
革

创
新
、
争
先
发
展
的
力
量
源
泉

。

此
次
编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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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密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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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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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出
版
，
能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晋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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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共
晋
城
市
委
书
记

斗争
农 J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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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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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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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N
N
U
万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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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文
化
符
号
，
永
远
封
存
在
人
们
的
记
忆
之
中
.
，

尽
可
能
富
有
地
域
性
，
准
确
地
记
录
活
跃
在
晋
城
这
一
方

水
土
上
的
古
代
与
近
代
的
民
风
民
俗

。

尽
可
能
好
读。

本
书
不
是
史
书
，
她
应
该
是
一
种
地
方
风
物
读

本
，
应
该
带
着
成
得
把
本
地
的
风
土
人
情
给
读
者
给
后
人
一
种
传
达

。

尽
可
能
做
到
章
法
合
理
，
按
照
时
间
、
事
件
、
属
性
进
行
分

类
整
理
，
让
人
读
起
来
感
觉
有
规
律
性
与
统
一
性

。

尽
可
能
传
达
风
俗
所
蕴
含
的
文
化
意
蕴
，
避
免
流
为
简
单

的
记
录
或
辑
录
。

因
为
民
俗
太
复
杂
，
所
以
要
想
把
各
地
的
风
俗
原
原
本
本

记
录
下
来
，
不
是
我
们
现
在
这
个
文
本
能
够
做
到
的
，
遗
珠
之
憾

多
多
，
来
日
补
表
吧

。

为
学
养
所
限
，
不
当
之
处
，
敬
请
识
者
教
之

。



自
序《风

俗
流
响
》
终
于
完
稿
了
。

回
过
头
来
看
，
有
满
意
的
，
也

有
不
满
意
的
。

满
意
的
是
，
将
散
落
在
晋
城
这
块
土
地
上
如
贝
如
珠
的
民

俗
梳
理
了
一
边
，
从
继
承
和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方
面
讲
，
也
算
是
有

所
缀
辑
，
终
成
一
哀
。

在
整
理
过
程
中
，
沐
风
所
止
，
作
者
自
己
先

就
经
受
了
一
次
生
命
的
洗
花
。

虽
然
不
敢
说
『怡
神
坟
籍
』，
然
而

「养
素
丘
园

」的
怡
然
却
是
有
的

。

不
满
意
的
是
，
没
有
能
够
从
民
族
文
化
心
理
更
深
的
层
次

去
做
一
些
挖
掘
，
没
有
能
够
解
开
民
间
文
化
心
理
的
密
码
。

在
整
理
与
写
作
过
程
中
，
作
者
始
终
本
着
这
样
几
条
原
则

尽
可
能
尊
重
历
史
。

要
有
史
料
性
，
尽
可
能
准
确
地
把
散
落

在
历
史
河
床
上
的
珠
贝
完
整
地
捡
拾
回
来
，
放
在
书
中
，
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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