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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1·

口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本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正是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项事业走向正轨，并逐渐步入昌

兴之时。

《房山区志》的编修工作开始于90年代初。从制订规划、设计篇目，进而

广泛征集资料，书海中寻微索幽，以至考证史料，钩稽源流，到笔撰文稿，编

纂成书，寒暑更复，数易其稿，终于付梓成卷。这是房山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

要工程，也是房山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房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山胜水，钟灵毓秀。早在五六十万年前，著

名的“北京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封召公爽

于燕，在这里建立起北京地区最早的都城。农耕牧歌，辐辏融溶，成为古燕国

文明的发祥地。始于隋唐之际的刻经事业，绵延千载，迄今留下了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佛教石刻经典——云居寺石经。房山特产石料汉白玉，莹洁细润，堪称

国宝，名闻遐迩。房山还是著名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沿，无数英雄儿女，为

了民族的解放，曾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多少事情

可载入辉煌的史册!

房山旧有志书，包括明清两代以及民国年间编修的《良乡县志》和《房山

县志》。这些志书，多以记载本朝本代的事情为主，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又有

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新编《房山区志》，是在继承旧有方志传统和方法的基础上

发展创新，特别是吸收了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新编地方志的优秀成果而编修

的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志书。

本志横排门类，纵贯古今，详今而明古。对历史资料，决取舍，明扬弃，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审视洞鉴。记载新中国建立以来房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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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资料翔实、可信。另外，在记载各项事业成就的同时，

也记载了发展中的曲折和失误，惟其如此，才能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

地方志的功用，首先在于“存史”。《房山区志》存“房山之全史”，内容周

详。涉及自然方面，有地质、地貌、水旱、地震、物候、气候等资料，涉及社

会方面，有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田赋税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俗方言

等内容，是认识房山社区自然和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古人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要想把房山的事情办好，

就要深入了解房山，了解房山的过去和现在。各级各部门领导人员，都要研究

志书所提供的大量信息资料。既了解国情，又了解区情，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当然，志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行政领导从志书中会获取决策方面的信息；

社会学者从志书中会索取社会学方面的资料；各行各业的专业工作者可以从志

书中获得本行业的有关史料。希望《房山区志》能成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收

藏的书，希望每一个房山人都抽时间来读一读这部志书。而对于国内的以及国

外的一切要了解房山或是研究房山的人，《房山区志》应该是当前最有价值的最

具权威性的工具书。

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员会书记单霁翔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凤江



凡例

凡 例
一、《房山区志》是房山区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方志。它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状况的记

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方针

政策为准绳。

二、《房山区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5年房山区行政区划为准。然又有

其特殊情况，即1980年底所建的北京市工农区，属非正式行政区划，所属河北、

南窖、大安山等5乡，位于房山辖境之内，既划归工农区而又未完全脱离房山。

而在具体行业和部门隶属关系上，又分属于两个行政单位：凡属农、工、商等

经济部门，归工农区管；属人大、政法、交通、邮电等部门，又归房山区管理。

1981年，又在房山境内建北京市燕山区，在1987年合并。为统一口径，志书中

涉及各项统计数字，一般均包括工农区河北、南窖等5乡，如有特殊情况，均

在叙述或表录中加以注明。

有关人口、土地等数字，原则上依历史建置。

三、断f艮：上限至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5年。

四、中国古代社会阶段的划分，依《中国历史纪年》黄河及长江流域发展

阶段：夏以前为原始社会；夏、商、西周初为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为奴隶制向

封建制过渡时期；秦至公元1840年为封建社会；1840年～1949年9月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为社会主义社会。

各朝代断限，依北京地区历史沿革。如：隋唐五代起止年限，《中国历史纪

年》为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北京地区历史沿革为公元581年至公元937

年。此断限体现了北京地区历史特殊性：公元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建隋，称

文帝，幽州之地为其所属；公元936年，石敬瑭反后唐，引契丹兵南下；公元

937年，燕云十六州属契丹，朝代已更迭。

五、《房山区志》依系统科学原理设计，注意了志书整体结构层次间的统属

关系及各事物间的横向联系。全书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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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物”6编。其结构层次为编、章、节、目、子目，个别章节延至子目下

一层。“编”前设“概述”和“大事记”，“编”后设“附录”和“索引”。

六、房山社区建置沿革复杂，历代一县、两县、三县建置皆有，以两县建

置时居多。金元以来，良乡、房山两县并置，至1 958年方合并。两县并重，无

主次之分，入志资料，一般按时问先后记述。

七、历史纪年：远古至公元1 911年，采用中国传统纪年和公历纪年对照方

法；自1 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起，采用公历纪年。但民国时期，凡重要文献及史

料中采用民国纪年的，志书行文中一般仍沿用。

行文中凡用汉字所记年、月、日，均为中国旧历；凡用阿拉伯数字所记年、

月、日，均为公历。

八、涉及建置、地理实体，以及党派团体、机构、职务等，均用历史名称。

过繁的机构、会议、文件等，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尔后一般用简称。

重要古地名括注今址；古今地名相同或古地名无今名相对应者不注。

九、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前，计量单位均采用历史单位名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一般采用1 984年国务院发布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即公制计量

单位。但遇到一些具体情况，如面积单位“亩”，历年统计耕地面积时仍采用。

涉及重要的政策规定，如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国家规定每一居民粮食、棉布

等数量，均为市制，此类情况，志书行文时仍用市制单位。50年代初旧人民币

金额，一般折换成新人民币币值记述。各图表及行文中所记金额，多为时价，凡

使用不变价处，均注明。

十、入志资料，尽量采用考古研究最新成果，诸说并存或虽有较一致结论

而另有异议者，或按“并存”原则记述，或另加注释。

十一、为阅读方便，志书中选录的古代碑铭、诗文等，繁体字均改成简化

字。

十二、《房山区志》资料来源，含旧方志、典籍，及房山区档案馆、北京市

档案馆、石家庄河北省档案馆资料，房山区统计资料，各单位上报资料等，亦

有热心修志事业者提供的文字和口碑资料。所用资料均经过印核、考证，故除

重要史料外，一般不再注明出处。所用统计资料，以国家统计部门统计资料为

准。统计项目以外资料，以各单位正式上报资料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l·

北京市房山区政区图

彩色插页

序言

目 录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7)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行政设置⋯⋯⋯⋯⋯

第二节境域⋯⋯⋯⋯⋯⋯

第三节行政区划⋯⋯⋯⋯⋯

第四节地名⋯⋯⋯⋯⋯⋯

第二章自然环境⋯⋯⋯⋯⋯⋯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地质

地貌

气候

水文

土壤

第六节植被⋯⋯⋯⋯⋯⋯(81)

第七节动物⋯⋯⋯⋯⋯⋯(82)

第三章 自然资源⋯⋯⋯⋯⋯⋯(87)

第一节土地资源⋯⋯⋯⋯⋯(87)

第二节水资源⋯⋯⋯⋯⋯⋯(88)

第三节矿产资源⋯⋯⋯⋯⋯(90)

第四节生物资源⋯⋯⋯⋯⋯(91)

第四章自然灾害⋯⋯⋯⋯⋯⋯(93)

第一节气象灾害⋯⋯⋯⋯⋯(93)

第二节生物灾害⋯⋯⋯⋯⋯(99)

第三节地质构造灾害⋯⋯⋯(101)

)))))

))))))

D

D∞"D

""吣幻"”

∞@@∞∞

∞@∞∽@∽



·2· 房山区志

第五章农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章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七章水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八章工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业⋯⋯⋯⋯⋯⋯⋯(105)

土地制度和管理

体制⋯⋯⋯⋯⋯⋯⋯(106)

农业生产条件⋯⋯⋯(109)

种植业⋯⋯⋯⋯⋯⋯(116)

养殖业⋯⋯⋯⋯⋯⋯(127)

业⋯⋯⋯⋯⋯⋯⋯(135)

林业资源与林业

区划⋯⋯⋯⋯⋯⋯(135)

林木营造⋯⋯⋯⋯⋯(137)

果树栽培⋯⋯⋯⋯⋯(141)

林木管理与保护⋯⋯(143)

利⋯⋯⋯⋯⋯⋯⋯(152)

洪害防治⋯⋯⋯⋯⋯(153)

水利建设⋯⋯⋯⋯⋯(161)

水政管理⋯⋯⋯⋯⋯(171)

业⋯⋯⋯⋯⋯⋯⋯(174)

骨器漆器及玉石蚌器

制作⋯⋯⋯⋯⋯⋯(177)

陶瓷器制作业⋯⋯⋯(178)

煤炭采掘业⋯⋯⋯⋯(180)

建材工业⋯⋯⋯⋯⋯(187)

纺织、缝纫及相关

行业⋯⋯⋯⋯⋯⋯(190)

第六节修理加工及机械制

造业⋯⋯⋯⋯⋯⋯(192)

第七节化工⋯⋯⋯⋯⋯⋯(193)

第八节食品酿造⋯⋯⋯⋯⋯(193)

第九节造纸印刷⋯⋯⋯⋯⋯(193)

第十节建筑业⋯⋯⋯⋯⋯⋯(194)

第十一节冶金铸造⋯⋯⋯⋯(195)

第九章商业⋯⋯⋯⋯⋯··⋯·(210)

第一节经营体制⋯⋯⋯⋯⋯(212)

第二节商品流通⋯⋯⋯·⋯··(218)：

第三节饮食服务业及修

理业⋯⋯⋯⋯⋯⋯⋯(230)

第四节对外贸易⋯⋯⋯··⋯·(231)

第五节旅游业⋯⋯⋯⋯⋯⋯(233)

第十章综合经济管理⋯⋯⋯⋯(235)

第一节工商行政管理⋯⋯⋯(235)

第二节技术监督管理⋯⋯⋯(239)

第三节物价管理⋯⋯⋯⋯⋯(242)

第十一章城乡建设⋯⋯⋯⋯⋯(247)

第一节城镇街巷及主要

建筑⋯⋯⋯⋯⋯(247)

第二节村镇建设⋯⋯”⋯-(251)

第三节寺观园林及旅游景区

建设⋯⋯⋯⋯⋯(253)

第四节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257)

第五节房地产管理⋯⋯⋯(262)

第六节环境保护⋯⋯⋯⋯(268)

第七节环境卫生⋯⋯⋯⋯(270)

第八节能源利用⋯⋯⋯⋯(271)

第十二章交通运输⋯⋯⋯⋯(274)

第一节交通网络⋯⋯⋯⋯(274)

第二节客货运输⋯⋯⋯⋯(283)

第三节公路交通管理⋯⋯(288)

第十三章邮政电信⋯⋯⋯⋯(291)

第一节邮政⋯⋯⋯⋯⋯(291)



目 录 ·3·

第二节电信⋯⋯⋯⋯⋯

第十四章税务财政⋯⋯⋯⋯

第一节税务⋯⋯⋯⋯⋯⋯

第二节财政⋯⋯⋯⋯⋯⋯

第十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七章

i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295) 第十五章

(299) 第一节

(299) 第二节

(306) 第三节

金融⋯⋯⋯⋯⋯⋯

货币流通⋯⋯⋯⋯⋯

金融机构⋯⋯⋯⋯⋯

金融业务⋯⋯⋯⋯⋯

■嘲鬻鬻鬻嘲l

政权及政治协商

机构⋯⋯⋯⋯⋯⋯⋯(325)

政权结构⋯⋯⋯⋯⋯(325)

政令⋯⋯⋯⋯⋯⋯(351)

人事制度⋯⋯⋯⋯⋯(368)

部门工作⋯⋯⋯⋯⋯(375)

政治协商机构⋯⋯⋯(383)

政党群团⋯⋯⋯⋯⋯(388)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群众团体⋯⋯⋯⋯(388)

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

群众团体⋯⋯⋯⋯(437)

民主党派房山地方

(312)

(312)

(315)

(318)

组织⋯⋯⋯⋯⋯⋯(440)

第十八章政法⋯⋯⋯⋯⋯⋯(441)

第一节 治 安⋯⋯⋯⋯⋯⋯(441)

第二节检察⋯⋯⋯⋯⋯⋯(456)

第三节审判⋯⋯⋯⋯⋯⋯(460)

第四节司法行政⋯⋯⋯⋯⋯(469)

第十九章军事⋯⋯⋯⋯⋯⋯(472)

第一节地方军事机构⋯⋯⋯(472)

第二节驻军⋯⋯⋯⋯⋯⋯(474)

第三节地方武装⋯⋯⋯⋯⋯(476)

第四节兵役制度⋯⋯⋯⋯⋯(481)

第五节战事⋯⋯⋯⋯⋯⋯(483)

第六节军事设施⋯⋯⋯⋯⋯(491)

鬻豳戮●嘲糍慧

教 育⋯⋯⋯⋯⋯⋯

机构⋯⋯⋯⋯⋯⋯

旧 学⋯⋯⋯⋯⋯⋯

学前教育⋯⋯⋯⋯⋯

普通教育⋯⋯⋯⋯⋯

职业和专业教育⋯⋯

(493) 第六节

(493) 第七节

(494) 第八节

(496) 第九节

(497) 第二十一章

(504) 第一节

大学专科教育⋯⋯⋯

特殊教育⋯⋯⋯⋯⋯

成人教育⋯⋯⋯⋯⋯

教师队伍⋯⋯⋯⋯⋯

科技⋯⋯⋯⋯⋯

科技研究⋯⋯⋯⋯⋯

(506)

(506)

(507)

(511)

(513)

(513)



·4· 房山区志

第二节科技推广⋯⋯⋯⋯⋯(520)

第三节科技机构和科研

第二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十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队伍⋯⋯⋯⋯⋯⋯(521)

文 化⋯⋯⋯⋯⋯(523)

文化事业及其机构

团体⋯⋯⋯⋯⋯⋯(523)

民间文艺⋯⋯⋯⋯⋯(531)

地方著述⋯⋯⋯⋯⋯(538)

文 物⋯⋯⋯⋯⋯(549)

文物保护单位⋯⋯⋯(549)

其它文物古迹⋯⋯⋯(562)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珍贵出土文物⋯⋯⋯(563)

文物保护⋯⋯⋯⋯⋯(564)

卫 生⋯⋯⋯⋯⋯(566)

防疫⋯⋯⋯⋯⋯⋯(566)

医疗⋯⋯⋯⋯⋯⋯(570)

妇幼保健⋯⋯⋯⋯⋯(578)

体 育⋯⋯⋯⋯⋯(580)

民间传统体育⋯⋯⋯(580)

群众体育⋯⋯⋯⋯⋯(582)

竞技体育⋯⋯⋯⋯⋯(583)

第二十六章人 口⋯⋯⋯⋯⋯(587)

第一节人口演变⋯⋯⋯⋯⋯(587)

第二节人口结构⋯⋯⋯⋯⋯(594)

第三节人口控制⋯⋯⋯⋯⋯(598)

第四节婚姻家庭⋯⋯⋯⋯⋯(600)

第二十七章劳动⋯⋯⋯⋯⋯(612)

第一节用工制度⋯⋯⋯⋯⋯(612)

第二节 民工征调和劳力

调配⋯⋯⋯⋯⋯⋯(616)

第三节劳动工资⋯⋯⋯⋯⋯(618)

第四节劳动保护⋯⋯⋯⋯⋯(621)

第二十八章民政⋯⋯⋯⋯⋯(623)

第一节社会救济与社会

福利⋯⋯⋯⋯⋯⋯(623)

第二节优抚和复退军人

安置⋯⋯⋯⋯⋯⋯(627)

第三节婚丧管理⋯⋯⋯⋯⋯(629)

第二十九章居民生活⋯⋯⋯⋯(633)

第一节收支情况⋯⋯⋯⋯⋯(633)

第二节消费结构⋯⋯⋯⋯⋯(635)

第三十章民俗⋯⋯⋯⋯⋯⋯(638)

第一节人生礼俗⋯⋯⋯⋯⋯(638)

第二节岁时习俗⋯⋯⋯⋯⋯(641)

第三节生活习俗⋯⋯⋯⋯⋯(642)

第四节生产习俗⋯⋯⋯⋯⋯(645)

第三+一章方言⋯⋯⋯⋯⋯(647)

第一节语音⋯⋯⋯⋯⋯⋯(647)

第二节词汇⋯⋯⋯⋯⋯⋯(649)

第三节语法⋯⋯⋯⋯⋯⋯(654)

第三十二章宗教⋯⋯⋯⋯·(656)

第一节佛教⋯⋯⋯⋯⋯⋯(656)

第二节道教⋯⋯⋯⋯⋯⋯(657)

第三节伊斯兰教⋯⋯⋯⋯⋯(657)

第四节基督教天主教⋯⋯(658)

第三+三章会社道门

社会痼疾⋯⋯⋯⋯(660)



目 录 ·5·

第一节会社⋯⋯⋯⋯⋯⋯(660) 第三节社会痼疾⋯⋯⋯⋯⋯(663)

第二节道 门⋯⋯⋯⋯⋯⋯(661)

第三十四章 人物传⋯⋯⋯⋯(665) 第三十六章 人物表⋯⋯⋯⋯(692)

第三十五章人物录⋯⋯⋯⋯(690)

附 录

史料文献⋯⋯⋯⋯⋯⋯⋯⋯⋯⋯(742)

清乾隆三十五年典地文约⋯⋯(742)

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

西楼村、小刘庄全体佃农

哀告书⋯⋯⋯⋯⋯⋯⋯⋯(743)

房山县城的一般情况和进城

工作的初步意见⋯⋯⋯⋯(746)

北京市房山区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

(1989～2000年) ⋯⋯(749)

‘专 文⋯⋯⋯⋯⋯⋯⋯⋯⋯⋯⋯⋯(759)

良乡县城沿革考略⋯⋯⋯⋯⋯(759)

房山区志史料考证举要

简表⋯⋯⋯⋯⋯⋯⋯⋯⋯(761)

索 引

房山区志编修始末



·6· ANNALS 0F FANGSHAN DISTRICT

CoNTENTS

Map of Fangshang District

Color Pictures

Preface

NOtes

Summary ⋯⋯⋯⋯⋯⋯⋯⋯⋯⋯⋯⋯⋯⋯⋯⋯⋯⋯⋯⋯⋯⋯⋯⋯⋯⋯···(1)

Chroniclc of Events⋯⋯⋯⋯⋯⋯⋯⋯⋯⋯⋯⋯⋯⋯⋯⋯⋯⋯⋯⋯⋯⋯⋯ (7)

PART 1 GEOGRAPHY

Chapter 1 Establishment Evolution⋯⋯⋯⋯⋯⋯⋯⋯⋯⋯⋯⋯⋯⋯⋯⋯⋯⋯(51)

1．Administration Establishment ⋯⋯⋯⋯⋯⋯⋯⋯⋯⋯⋯⋯⋯⋯⋯⋯⋯⋯⋯⋯(51)

2．Territory ⋯⋯⋯⋯⋯⋯⋯⋯⋯⋯⋯⋯⋯⋯⋯⋯⋯⋯⋯⋯⋯⋯⋯⋯⋯⋯⋯⋯⋯(56)

3．Delimi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57)

4．Place Name ⋯⋯⋯⋯⋯⋯⋯⋯⋯⋯⋯⋯⋯⋯⋯⋯⋯⋯⋯⋯⋯⋯⋯⋯⋯⋯⋯⋯(64)

Chapter 2 Physical Environment⋯⋯⋯⋯⋯⋯⋯⋯⋯⋯⋯⋯⋯⋯⋯⋯⋯⋯⋯(67)

1．Geology⋯⋯⋯⋯⋯⋯⋯⋯⋯⋯⋯⋯⋯⋯⋯⋯⋯⋯⋯⋯⋯⋯⋯⋯⋯⋯⋯⋯⋯⋯(67)

2．Landform⋯⋯⋯⋯⋯⋯⋯⋯⋯⋯⋯⋯⋯⋯⋯⋯⋯⋯⋯⋯⋯⋯⋯⋯⋯⋯⋯⋯⋯(69)

3．Climate⋯⋯⋯⋯⋯⋯⋯⋯⋯⋯⋯⋯⋯⋯⋯⋯⋯⋯⋯⋯⋯⋯⋯⋯⋯⋯⋯⋯⋯⋯(72)

4．Hydrology⋯⋯⋯⋯⋯⋯⋯⋯⋯⋯⋯⋯⋯⋯⋯⋯⋯⋯⋯⋯⋯⋯⋯⋯⋯⋯⋯⋯⋯(77)

5．Soil⋯⋯⋯⋯⋯⋯⋯⋯⋯⋯⋯⋯⋯⋯⋯⋯⋯⋯⋯⋯⋯⋯⋯⋯⋯⋯⋯⋯⋯⋯⋯⋯(79)

6．Vegetation⋯⋯⋯⋯⋯⋯⋯⋯⋯⋯⋯⋯⋯⋯⋯⋯⋯⋯⋯⋯⋯⋯⋯⋯⋯⋯⋯⋯⋯(81)

7．Animals⋯⋯⋯⋯⋯⋯⋯⋯⋯⋯⋯⋯⋯⋯⋯⋯⋯⋯⋯⋯⋯⋯⋯⋯⋯⋯⋯⋯⋯⋯(82)

Chapter 3 Natural ResOurces⋯⋯⋯⋯⋯⋯⋯⋯⋯⋯⋯⋯⋯⋯⋯⋯⋯⋯⋯⋯⋯(87)

1．Land ⋯⋯⋯⋯⋯⋯⋯⋯⋯⋯⋯⋯⋯⋯⋯⋯⋯⋯⋯⋯⋯⋯⋯⋯⋯⋯⋯⋯⋯⋯⋯(87)

2．Water⋯⋯⋯⋯·⋯⋯⋯⋯⋯⋯⋯⋯⋯⋯⋯⋯⋯⋯⋯⋯⋯⋯⋯⋯⋯⋯⋯⋯⋯⋯··(88)

3．Minerals⋯⋯⋯⋯⋯⋯⋯⋯⋯⋯⋯⋯⋯⋯⋯⋯⋯⋯⋯⋯⋯⋯⋯⋯⋯⋯⋯⋯⋯⋯(90)

4．Biological Resources⋯⋯⋯⋯⋯⋯⋯⋯⋯⋯⋯⋯⋯⋯⋯⋯⋯⋯⋯⋯⋯⋯⋯⋯⋯(9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