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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丰城县是江西省自然资源比较富饶的大县之一，素有“金丰城捧之称。但是，

在军阀、官僚、地主长期的重重剥削下，“金丰城骨交成了穷丰城，经济文化均处于

十分落后的状态。
’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丰城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除了政治上和

经济上的压迫，激发了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36年的艰苦奋斗和辛勤

劳动，克服了种种困难，使贫穷落后的旧丰城变为欣欣向荣的新丰城，工农业生

产和文化教育均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编修新县志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它不仅记载着本

县的山川形势、自然资源和历史沿革，而且记载着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改造和建

设丰城的奋斗中j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不仅为本县历代的先贤立传，而

且为本县所有在解放丰城、建设丰城的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战斗

英雄和劳动模范立传。新的丰城县志是人民的县志，标志着在本县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能与历代的

旧县志相提并论的。它将大大激发人们爱国爱乡的热忱，成为鼓舞和教育人们继

承先烈遗愿，发奋图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的强大动力。

我热爱生我养我的故乡——丰城。我热烈祝贺故乡人民在创造自己的美好

生活中获得了丰硕成果。我衷心感谢本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大

厦，造福故乡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感谢编修县志的同志们成功地为故乡人民提

供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我迫切希望：在下一次重修县志时，本县将以一个名

符其实，光彩夺目的“金丰城’’——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丰城而被载入县志。
“

夏征农198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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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丰城县志》经过紧张的编纂，现在正式出版了。

丰城为江西大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山河秀丽，物产丰富，素有“物华天

宝力、“人杰地灵圩之盛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在1700多年

的历史长河中，丰城人民经历了无数天灾人祸，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陶冶了

勤劳勇敢的心灵，养成了公道正直的美德，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谱写了光辉的

历史篇章。如今，全县100多万人民，在2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继往开来，改

革创新，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此风物和英雄业绩，应当载入

史册。 ，

丰城修志，始于北宋，踵修16次，可惜大多散失。现存最早的《丰城县志》，是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邑人李贵纂修的《丰乘》。清康熙三年(1664年)、乾隆

十七年(1752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道光五年(1825年)、同治十--年(1873

年)曾5次纂修《丰城县志》，今均存。民国37年(1948年)和1964年两次着手纂

修，均未完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社会安定，修志之举，盛行四方。中共

丰城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毅然决定，选调人员，拨付专款；广征资

。料，博采口碑，春来秋去，五易其稿，终告功成。收一方之风情，集千年之史实，成

．剑邑之鸿篇。

本志书分概述、大事记、志、人物及当代文献辑存五大部分，共30多篇，上

溯千年，纵横百里，记载了全县的历史和现状。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丰城县

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看到前人所创的不朽业绩，领略到新旧社会的迥然不同。

观今宜鉴古；7继往为开来。愿此志书有助于本县有识之士，更好地了解丰城

的过去，认识丰城的今天。

． 编纂人员为此志日夜笔耕，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还得到了本县革

命老前辈夏征农同志以及省、地修志部门和曾在丰城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关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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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尊。，在此，我向支持本书编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以及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诚挚
的谢意。

吴德培1987年仲春



序 三

’编纂新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方志者，国史之支流

也。保存文献资料，以便考山川沿革、经济发展，人文变革；记历史功罪，褒贤贬

佞，除旧布新；究社会规律，验地方治乱兴衰，看当今政教得失。此举上对列祖列

宗，下对子孙后代，都是一件大好事。

我回乡任职，适逢《县志》告竣之时，甚感喜悦。披阅书稿，觉得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疆域沿革、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气象灾异、烈士名人，无所不

有，可谓丰城之百科全书。知之而行之。丰城人岂有不知丰城史之理? 、

回顾历史，决不是沉缅于过去，而是为了振兴现在，创造出更加壮丽的未来。

我相信，有志为丰城作贡献者，必以丰城历史为借鉴，彰善黜恶，兴利除弊，同心

同德，和衷共济，“代代相承为祖国的绚丽远景，为丰城的锦绣前程而开拓进取，添

写新的篇章。

周展南1987年初夏



凡 例，

一、本书依门类．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丰城发展的历史、地理和现状。原则是立足当

代，统合古今。

三、所迷内容，时间上溯不限，下限至1985年底，续编下限至1988年。重点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三、金书设篇、章，节、目．记述以类系事，以时为序，横排纵写。各信首设综述，但

不立目。

四、本书以志、述、表、传、录、图为主要表现形式。图主要集于卷首，少数随文。

五、本书对当代政治运动不独立设篇，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将其内容分别插入有

关章节及大事记之中。

六，1949年以前纪年，保留历史习惯用法，在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1949年后，均用公

元纪年。
。

七、立传人物，均为有一定影响的各行各业已故者。传文篇幅大小，根据各人在世重要

活动内容而定。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

八、史实资料，基本来源于本县历代县志和历史文物、南昌府志、江西通志稿，以及本

县乡镇志、专业志等，均不注出处。统计数据资料，多为本县统计部门所提供，少数由有关

业务部门提供。



概 述

率城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下游，郡阳湖盆地南端，面积2844．69平方公里，人口

1024095人，辖7个镇、26个乡。

丰城土地肥沃，气侯温和，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全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

江西煤炭生产的重要基地，具有发展商品生产的综合优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

称。

丰城历史悠久。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划南昌县南境置富城县，县城设富水之西，此

为丰城建县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县治移置丰水之西(荣塘墟)，改称丰城县。传说

永平元年(291年)，丰城县治曾有。紫气冲斗牛星”，县令雷焕挖狱基得春秋千将、莫邪雌雄宝

剑，因此，丰城别名。剑邑”。南北朝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以县大难治为由，分出广丰、新

安二县，均属江州巴山郡管辖，陈武帝永定天嘉年闸(557—566年)，并新安入广丰县。隋

开皇九年(589年)并丰城入广丰县，至此三县合为广丰县，县治设在故县(石滩乡境内)，属

抚州总管府辖区。隋仁寿二年(602年)复名丰城县。隋末唐初，县治毁于战火。唐永徽二年

(651年)，迁县治于赣江东岸(今剑光镇)，属洪州都督府管辖。天裙二年(905年)，丰城县改

名吴皋县。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复改吴皋为丰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丰城县升

为纠，名富州，先后属江西行中书省隆兴府、龙兴路管辖。明洪武九年(1376年)，属南昌府，

复称丰城县至今。至清代仍属南昌府。民国时期，先属豫章郡，后属江西省第一、第二、第

十一行政区。1949年5月，丰城县解放，先归属南昌专署，1958年南昌专署迁设于宜春，

1959年更名为宜春专署，丰城归其管辖。 、

丰城县位于北纬27度42分一28度25分，东经115度25分一116度27分。东临进

贤、临JII，南连崇仁、乐安、新千，西接清江、高安，北毗新建、南昌。全境南北长70．5公里，

东西宽74公里，总面积为2844．69平方公里，合426．75万亩，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71％。

赣江自西向东北斜贯县境，把县域分成两部分。丰城人习惯称赣江西北部为。河西斗，面积为

779．03平方公里，称赣江东南部为。河东”，面积为2065．66平方公里。

县东南部边境系武夷山余脉，主要山峰有：与新干、清江两县相交的玉华山，希望乡

境内的升华山，与乐安县相连的杯山，与崇仁县相依的罗山，白土乡与淘沙乡之间的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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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西北部边缘系九岭山余脉，主要山岭有t与高安县相连的荷蛉、枫蛉，清潭岭、马鞍岭

等。这些山岭，山势峻拔，松杉混交，植被覆盖率高达80—90％。

主要河流有t赣江，自县境西清江县入境，经泉港镇、拖船乡、河测乡、曲江镇，小港镇，

由县境北部同田乡出境，境内长52公里，江面面积71．1平方公里I抚河，由临川县来，经袁

渡乡过境，境内长10．6公里，锦江，从县境北高安、新建县入，经圳头乡，于同田乡入赣江，境

内长22公里，河东内河，有丰水、富水、秀水、槎水、芗水、白水、株永7条，总长334．5公里。

汇入27公里长的人工改造河——清丰山溪。河西内河有圳头水(松溪)、潮瑭水、梅林水(石

溪)、尚庄水，4条水汇合而成全县最大的湖泊药湖，此湖位于西北境与新建县交界处，在同

田乡河口司家与锦江沟通，流域区面积375平方公里，水面53．87平方公里。此外，河西还

有肖江，纳独城水、礼港水，在泉港镇入赣江。

全县土地面积426．7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77．95万亩(已耕种132．93万亩)，占总土地

面积的41．7％，林地119．54万亩，占总面积的28．19％，牧草地8．28万亩，占总面积的

1．94％I水域面积47．24万亩(其中可养殖水面15．03万亩)，占总面积的11．01％，未利用

土地27．31万亩，占总面积的6．3％。其余是房基、道路。宽阔的赣抚平原，土壤渗而不漏，渍

而不滞，富有较多的有机质，土层深厚肥沃，适宜水稻、大豆，油菜等农作物生长。

丰城县气候温和，西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霜期较短，生长季长。春夏之交多雷

雨，夏季盛行西南风，盛夏炎热高温，伏秋之间久晴少雨。全年平均气温为15．3—17．7 oC．

日最高气温>135。C的日数年平均27．9天，日最低气温≤0。C的日数年平均23．4天。金年

日照时数平均1935．7小时，太阳年总辐射量为110．75千卡／厘米2。年平均降水量1552．1

毫米，4—6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50％，7—9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18％。年平均降永

日数为154天，降水最多是5月，最少是9月。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81％，无霜期274天。

丰城县地下矿藏以煤为最，蕴藏量为47067．23万吨，其中除国家开采区外，本县可采的

有1145．7万吨，主要分布在曲江镇、同田乡，尚庄镇、董家乡、泉港镇、洛市镇、秀市乡等地区。

石灰石储量达1328万吨，石质含钙达85％以上。钨矿、陶土，储量均在100万吨以上。另

有金、银、铜、铁、硫磺、石英石、瓷土等30多种地下矿藏。至于沙卵石，赣江，抚河、锦江，丰

水之中取之不竭。

农作物主要有水稻，一般生产两季。粮食作物还有小麦、红薯以及少量的玉米、荞麦等。

其它作物有棉花、大豆、油菜、花生，西瓜、芝麻、甘蔗、荸荠、苎麻、蔬菜等。林地面积仅次于

耕地面积，活立木总蓄积量45．72万立方米，其中用材林蓄积量18．08万立方米。立竹蓄积

776．2万株。有55．56万亩油茶林、2．86万亩茗荼。此外还有油桐，樟、楠、柏、梓、桕、杜、

榈、桂、桃、李等共360多种树木。畜牧以耕牛为主，平原地方多养水牛，山区多养黄牛，农家

大都养毛猪，奶山羊、长毛兔等也有饲养，家禽以养鸭、鸡、鹅为主。鱼类以鲤鱼、鲫鱼、鳜鱼、

鲇鱼以及蚌、甲鱼等为常见，较普遍放养的鱼类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尼罗罗非鱼、沅江

鲤、红荷包鲤等。

土特产以冻米糖最著称，始产于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俗称江南。小切”，畅销全国，

驰名东南亚，是久负盛名的江西地方特产。其次是老酒，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再次有袁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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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工艺精湛，经久耐用，远销日本、东南亚。还有孙渡板鸭，年年出口。此外，罗山乡的茗

茶和百合、袁渡乡的荸荠和菜种、小港镇的青皮豆和甘蔗、张巷乡的狗肉、白土乡的猪仔，石

江乡的生姜、铁路乡的大米、段潭乡的草帽、杜市乡的西瓜、老圩乡的谷酒、同田乡的蔓荆子，

圳头乡的黄栀子，淘沙乡的杂交菜鸭、董家乡的花生、泉港镇的芝麻、曲江镇的西瓜子、桥东

乡的龙骨车碳、筱塘乡的木制家具等，都很有名气。特种工艺以制作木器家具积金银首饰著

名。木工主要出在石滩、筱塘等乡，分布在全国及东南亚许多地区，银匠主要出在圳头、湖塘

等乡，分布在全国各地。 j

新中国建立以前，丰城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水利失修，河道淤塞，水稻一季也

难保收，亩产只有300斤左右，粮食年总产量仅3．5亿斤。工业只有小煤窑、小火力发电厂、

小印刷厂、碾米厂以及一些手工业作坊。

新中国建立以来，重视农业生产，大兴水利建设。到1985年止，全县共完成土石方3亿

立方米，国家投资6832．38万多元，县地方投资17752．59万元，全县投工21011万多个工日，

先后兴建了两座大型水库、8座中型水库、344座小型水库，兴修加固特等堤挡3条，主要围

堤17条，一般圩堤20条，全长420．63公里；兴建电力排灌站共1601座。1985年，有效灌溉

耕地面积108．8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1．86％，旱涝保收面积8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6．2％。

1982年，全县16．45万户农民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出来。1985

年，粮食总产量达116871万斤，为1949年的3．35倍，年平均递增3．4％。棉花产量40788

担，为1949年的33．21倍，年平均递增10．22％。生猪存栏34．13万头，为1949年的8．5倍，

年平均递增6．1％。油脂总产664．84万斤，为1949年的1．25倍，年平均递增1．61％。全

县农业总产值34248万元，为1949年的3．7倍，年平均递增5．1％。

工业生产也不断发展。刭1985年，有采煤、采钨、轧钢、炼焦、化肥、农药、农机、发电、造

船、建材、粮油、食品、酿酒、制茶、轧花、棉纺、针织、丝织、制草、印刷等企业207个，其中全

民所有制45个，集体所有制162个。重工业以煤炭为基础，轻工业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

全县工业总产值达24681．6万元，为1949年的60．27倍，年平均递增12．06％。原煤年产

156．24万吨(不合省矿产268．91吨)，为1949年的598．6倍，年平均递增19．4％。若包括

省矿产量，则占全省产量的14．48％。

交通发展迅速。新中国成立前，有浙赣铁路、昌赣公路经过本县境内。新中国成立

后，新建的向(塘)乐(安)铁路1963年通车，经过本县袁渡、段潭、白土乡l张(家山)上(塘)

铁路1959年通车，经过本县董家、梅林乡，至上塘镇终止。境内还兴建了江边铁路(火车站

至赣江边)，1983年通车；正在兴建丰(城)洛(市)铁路’还建成了122条通往邻县和县境内

的公路1070公里。水路航道主要有赣江、抚河和锦江，运输量由1949年的4000吨增加到

1985年的51．5万吨，增长120多倍。1985年，全县有农话线路424杆公里，邮路3795公里，

邮电业务量比1949年增长13．73倍。

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从小商小贩发展刭个体、集体、国营同时并举的商业体系。1985年，

全县有商业零售网点7210个，集市贸易成交额达6615万元，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236，．2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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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全县财政决算收入合计3268．8万元，比1953年增长2．67倍。第六个。五年

计划打期间，县财政以每年平均10．9％的速度增长。1949年至1985午累计，向国家上缴

19233．53万元，向国家提供原粮59．8247亿斤。

城乡建设逐步发展。民国时期，剑光镇只有1条宽8米的街道，房屋低矮，空旷无荫。乡

村集镇、市场多狭小泥泞。1980年开始，纵贯剑光镇的东方红大街，逐步拓宽成14米的街

道，两旁高楼耸立，绿树成荫。1984年建成宽27—29米的解放南路。1985年又建成人民大

道。县城还建成了自来水公司、体育馆、沙湖公园、工人文化官、职工夜校、居民生活区等。全

县53个农村圩镇都安装了高压输电设备，23个乡镇新修了水泥地面农贸市场，18个乡镇安

装了自来水设备。

全县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9783．12万元，其中农业产值9373．6

万元，占总产值的93．6％；工业产值409．52万元，占总产值的6．4％。农业产值中，农作

物占80．29％，林业占0．5％，牧业占11．67％，副业占6．9％，渔业占0．64％。1985年工农

业总产值58929．6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4248万元，占总产值的58．12％，工业产值24681．6

万元，占总产值的41．88％。农业产值中，农作物占68．8％，林业占3．4％，牧业占15．6％，

副业占9．5％，渔业占2．7％。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随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1949年有小学200所，小学生8996人，

小学教师395人。1985年全县拨教育经费890．5万元，比1950年增长16．49倍。全县有

普通中学74所，小学1104所，教职员工9863人，在校学生219862人。还有13所农业中

学、1所职业中学、86所成人业余学校、135所幼儿园。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6一11岁

儿童入学率达95％。1985年，全县有卫生机构101个，病床2042张，卫生技术人员2570人f

有电影放映点124个，文化馆站33个，业余作者170多人，有各类科技人员4982人，其中

自然科技人员2383人。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85年全县人均纯收入

476元，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447元，城镇职工(包括全民和集体单位企业职-E)全年平均工

资917元。消费水平，全县人平均373．1元，其中农民350．51元，城镇居民483．45元。城乡

居民年末储蓄存款5042．2万元，其中城镇3863万元，农村1179．2万元。1985年城镇待业

人员达3769人，当年安排1003人，还有千余人待业。剑光镇居民住宅人平均5．6平方米，

户平均25平方米。农民共有房屋39．5万间，每户平均2．4间。67％的农家用上了电。

丰城的经济建设，走过了曲折的历程。

农业方面，1950年至1952年，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总产值

年平均递增率为6．5％。1953年至1957年，农民依靠互助合作集体力量，战胜了比较严重

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5．1％。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修了一批水

利工程，但由于战线过长，加上抽调大批农业劳动力去。大炼钢铁”，致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1960--1962年连年自然灾害，1962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6688万斤，总产值减14％，财政收

入下降5．5％。1963年至1965年，进行经济调整，政策合乎民意，生产又起高潮，农业总产值

平均递增率为15．4％。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一，搞“穷过渡”，单一经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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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再度徘徊，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只递增1．3％，粮食年平均递增1．8％。从1978年至1985

年，农村实行以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大有起色，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

率又达刭8．1％。工业方面，皇大跃进”时期，全县。炼铁一，有船山、嵊山、七里山3处采铁矿，

炼土铁，。小高炉”不计其数，不但浪费了人力，而且破坏了森林。。文化大草命”时期，工厂停

产。闹革命”，复工后又大搞。小而全”重工业，使丰城的轻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1958年

囊大炼钢铁”时，兴办丰城钢铁厂，连年亏损，至1983年只得撤销，累计亏损1758．26万元。

1978年至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lo．5％，金县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丰城人民同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城是个洪涝灾害

较为频繁的地方。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里，每年汛期一刭，灾民只得背井离乡，迁居他乡。新

中国建立后，丰城人民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视治水如打仗。1958年以前以修筑堤防为主，1958

年开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当年修建了紫云山，潘桥等一批大中型水库。1977年9月至11月，

全县15万民工，把旧丰水河道改造成了一条通畅的新丰水河道，河床宽90—llO米，堤高5—6

米、堤面宽6米，解除了两岸30多万农民40多万亩农田的洪水祸害。是年冬天，又有20万

民工集结药湖，建成了一座大型排灌站。1982年冬至1983午春，15万劳动力重修赣江大

堤，完成土方350万方，使狭窄低矮的堤身，交得高大坚固。

丰城历代人材辈出。东汉后期，白土乡人徐稚，隐居讲学，时称。南州高士一，王勃《滕王阁

序》中写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即指此。五代画家曹仲

元，史书上称他能。工画道释鬼神靠。宋末元初学者熊朋来，终生任教，门生遍天下。“元诗四大

家”之一的揭俣斯，文采出众，工于书法。元末明初文学家朱善，9岁通经史大义。明代名将邓

子龙，保卫西南边疆，领兵援朝抗倭，以身殉职。明朝文官杨碹廉洁为民，浙江人在东海为他

立祠祭祀。明朝李裕任吏部尚书，选用人材。悬牌公榜一，委任未有失当。现代戏剧家教育家熊

佛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留下40多部剧作，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名扬中外。

丰城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同田乡有志青年夏征农、夏日晖在南昌

读书，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色地领导了家乡农民运动。1926

年11月初，丰城两千多工人，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到樟树镇搬运子弹至南昌，支援国民革

命军击退北洋军阀的反扑，克复了南昌。12月，中国共产党在丰城县建立了第一个丰城支

部，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石

江乡上舍村等二十几个村庄农民，建立长乐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游击队，多次打退国民党

反动派的进攻。抗日战争时期，丰城人民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尧峰岭一战，抗日’军民

打死日本侵略军九十余人。1949年上半年，丰城县相继建立了中共地下丰城支部和樟树支

部所属的唐圩、剑池两个分支部，为迎接丰城解放做了一些工作。1949年5月21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丰城县城，县城人民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迎接解放军进城。在沿赣江一带

群众的支援下，解放军击败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31日丰城全境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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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金县百万人民正在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丰城开始迈进全

面振兴的时期．昔日富城并不富，今日丰城才是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咏，(丰城剑》称：。宝

剑双蛟龙，雪夜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劳1982年11月，久离故乡的中共中央顾问

委员会委员夏征农视察了丰城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包干能自主，副业有前程。水电添颜

色，相期日日新”的诗句，对家乡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是值得赞美啊l——赞美她昨天的丰硕成果，赞美她今天的丰衣足食。赞美她明天的丰

彩雄姿l气冲斗牛的。龙光骨必将发出更如夺目的光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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