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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玲（身份证号：142431196703283323）将车号为
晋Ｍ72195（车辆类型：重型仓栅式货车，车辆品牌：福田
牌，车辆识别代码：LVBV5PDC2BE503302）转让出售给张
洁（身份证号：142701198810151542），此车辆经营权、处置
权、所有权自车辆买卖协议签订日起归张洁个人所有，双
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特此声明。

●韩雄雄（身份证号：14243119900620331X）将车号为
晋ＭRW888（车辆类型：重型仓栅式货车，车辆品牌：解放
牌，车辆识别代码：LFNCRULX1AAC01867）转让出售给
冀祥（身份证号：142701198407180626），此车辆经营权、处
置权、所有权自车辆买卖协议签订日起归冀祥个人所有，
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特此声明。

●许云龙（身份证号：142431198902283317）将车号为
晋Ｍ79958（车辆类型：重型仓栅式货车，车辆品牌：解放
牌，车辆识别代码：LFNCRULX0AAC06350）转让出售给
张洁（身份证号：142701198810151542），此车辆经营权、处
置权、所有权自车辆买卖协议签订日起归张洁个人所有，
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特此声明。

●不慎将中共闻喜县桐城镇邱家庄村支部委员会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万荣县解店镇新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运城护理职业学院护理系 20 级高护四班王
静学生证（学号：20104066）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00 年毕业生吴斌
的原毕业证档案（身份证号：14272519811217561X）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不慎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将晋 MTR619 出租车车用
气瓶登记证（证号：140800Q40347）丢失，声明作废。

●山西裕捷汽贸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遗失车辆
合 格 证 1 份 （ 证 件 编 号 NO.200035083， 车 型 ：
LZ5180XXYM5AB，车型代码：1H5CB22A71E0B，车架
号：LGGX3CG55LL757989，发动机号：82258462），声
明作废。

●不慎将克明口腔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登记号：pdy79833214082917d1522）丢失，声明作废。

●闫够林（车主身份证号：14243119791110331X）将车
号为晋 MQS555（车辆类型：重型仓栅式货车，车辆品牌：解
放牌，车辆识别代码：LFNCPRKX89AD57940）转让出售给
张铁军（身份证号：142701197201293655），此车辆经营权、
处置权、所有权自车辆买卖协议签订日起归张铁军个人所
有，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特此声明。

●权利人王彦鹏、李妮萍不慎将坐落于万荣县城宝鼎
南路西侧光大福溢苑南区 2 幢 3 单元 5 层 502 号的《不动产
登记证明》【晋（2017）万荣县不动产证明第 0000950 号，义
务人：张晓勇、王娟】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卫姗姗（身份证号：142622198503064728）不慎
将西建天茂和郡小区 8 号楼 3 单元 202 室的购房合同以及
首付款收据丢失，收据金额是 238310 元，特此声明作废。

● 闻 喜 县 公 安 局 不 慎 将 票 据 编 号 为 5000207655、
5000207656 的罚没款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丢失，声明作
废。

● 不 慎 将 赵 升 理 残 疾 证 （ 证 号 ：
14273019341118071644）丢失，声明作废。

大地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运城分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已依法办理注销，相关债
权债务已处理完毕。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为 91140802MA0KDE3G4W,营 业 场 所 为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红旗东街 6499 号建工大
厦二层东侧。

联系人：王学良
联系电话：15340997702

大地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运城分公司
2021年 4月6日

告 知

5. 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典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
么看、怎么办，既部署“过河”的任务，
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生动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统一。

这一思想秉持人民至上，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
持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辩证统一。

这一思想彰显历史自觉，深刻洞
察把握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
命，坚持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
辩证统一。

这一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中
国现实，贯彻知行合一，坚持认识和
实践的辩证统一。

这一思想突出问题导向，在直面
矛盾、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中不断推
进发展，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辩证统一。

这一思想强化战略思维，立足全
局洞察时代大势，着眼长远应对世界
变局，坚持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

这一思想发扬斗争精神，指导推
动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坚
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解决新时代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为全党深入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树立了光辉榜样。

6. 如何理解毫不动摇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对于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前进方向、

凝聚奋进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

装就要跟进一步。今天，站在“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更好推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靠科学的理
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必
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懂”
是前提。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
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刻认识这一
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
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
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
践要求，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
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通”就是贯通。把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
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
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的丰富实践贯通起来，准确把握这
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
逻辑。“实”是落脚点。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
向、需求导向，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
践新要求，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更加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
实际问题，特别是改革发展稳定的
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
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本栏目稿件根据原文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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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3）】

新华社北京 4月 5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
见》全文如下。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把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
基础性工作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
内容，切实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着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
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基
础。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牢

固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
指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正
确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
需要。

——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全
过程各方面，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

——坚持知行合一、重在实践，引导全体
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
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坚持继承发展、守正创新，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不断发
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三）总体目标。通过不懈努力，宪法法律
权威进一步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日
益浓厚，法治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法治文化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
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到 2035 年，基本形
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基本形成全社会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
环境。

二、主要任务

（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深化学习教育，抓好领导干部这个重点，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党校（行政学院）和干
部学院重点课程，不断深化思想认识、筑牢理
论根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开展工作的本领。加强宣传解读，通过媒
体报道、评论言论、理论文章、学习读本、短视
频等形式，运用各类融媒体手段和平台，推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把习近平法治思
想学习宣传同普法工作结合起来，同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等结合起来，发挥好各
类基层普法阵地的作用。把习近平法治思想
融入学校教育，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
做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依托中国
政法实务大讲堂，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
加强对法治领域错误思想观点的辨析批驳，
帮助干部群众明辨是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

（五）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深刻认识，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地位，最重要的
就是牢固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
国中的指导地位。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
个坚持”确立一批选题，组织法学专家和实践
工作者深入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
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理
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
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加强党内法
规理论研究，强化依规治党学理支撑，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
发，研究回答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炼
标识性法学学术概念，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特点和优势，促进法学研究成果推
广和应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法治智库建设，加
大对重大法治理论、法治文化研究课题支持力
度，加强法律实务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交流
互动，为法治实践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参考。开展
法治文化科研教学，支持有条件的单位自主设
置法治文化相关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

（六）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深入持久开展宪
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
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威。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宪
法宣誓制度，组织好“12·4”国家宪法日、“宪法
宣传周”系列宣传，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抓住“关键少数”，把宪法纳入各级领导
干部学法清单，作为领导干部学法基本任务、法
治素养评估和年度述法基本内容，增强领导干
部宪法意识，促进领导干部带头以宪法为根本
活动准则，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落实《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把宪法纳入国民教育，融入校园
文化，持续举办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宪
法晨读”等系列活动，在青少年成人礼中设置礼
敬宪法环节，增强青少年宪法观念。在“五四宪
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基础上建设国家宪法宣传
教育馆，建设各类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基地，通过
升国旗、奏唱国歌等仪式仪礼和开展重大节庆
活动，增进全社会对宪法的尊崇和信仰。把宪法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宪法教
育激发爱国热情，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

（七）在法治实践中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
养。注重公民法治习惯的实践养成，促进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法治，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的实践教育人民，推动全民守法。坚持科学
立法，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把党的主张依照
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使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等更好体现国家价值目标、社会
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以良法保障善治。坚
持严格执法，强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意识，
促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坚持公正司法，
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促进司法文明，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坚持全民守法，让依法工作生活真正成
为一种习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法律的特权。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在针对性和
实效性上下功夫，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加强以案普法、以案释法，发挥典型案例
引领法治风尚、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
极作用，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
养。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让民法典走到群
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大力弘扬平等自愿、诚
实信用等法治精神，教育引导公民正确行使权
利、积极履行义务。强化依法治理，从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从细节抓起、从小事做
起，积极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规则、
做好垃圾分类、杜绝餐饮浪费、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等，培养规则意识，培育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应对突发事件，依法加强应急管
理，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办事。突出学习
宣传党章，深入开展党规党纪教育，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
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完善社会矛盾纠
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引导人们理性平和协商解
决矛盾纠纷。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公民道德建
设工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推动完善市民公
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
社会规范。

（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
念，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民
为邦本、礼法并用、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
山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
以转化，加强研究阐发、公共普及、传承运用，使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加
强对我国法律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弘扬代表
性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因地制宜建立基地，免费
向社会开放。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的保护
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传下
去。挖掘善良风俗、家规家训中的优秀法治内
容，倡导传承优良家风。

（九）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创作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文艺
精品工程有机衔接的优秀法治文艺作品。落实
媒体公益普法责任，综合运用“报、网、端、微、
屏”等资源和平台，推动法治融媒体建设，建立
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
为保障的法治全媒体传播体系，创建法治品牌

栏目、节目。推动法治文化数字化建设，以全国
“智慧普法”平台为依托，组织开展法治动漫微
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建立全国法治文艺精品库，
汇聚优秀网络法治文艺作品，逐步实现共建共
享。加大法治文化惠民力度，充分利用“三下乡”
活动，组织丰富多彩的法治文艺下基层，在重大
节庆日、法律法规实施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
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

（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把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建好用好各
种法治文化阵地，扩大覆盖面，提高利用率和群
众参与度。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法治文化创
作基地、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建设，完
善建设标准，增强实用功能。注重发掘、研
究、保护共和国红色法治文化，传承红色法治
基因，建设一批以红色法治文化为主题的高质
量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把法治元素融入长城、
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融入
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
极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公共文化机构等阵地，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法治文化活动。加强对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区域治理法治状况的
研究评估工作。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为
基础，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法治文化体验线
路，形成一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区域性法治
文化集群。推动法治文化与地方、行业特色文
化有机融合，促进法治文化进机关、进农村、
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进网络等。加
强基层单位法治文化形象塑造，建设法治“微景
观”。着力提升市县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质量，推
动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基本实现每个
村（社区）至少有一个法治文化阵地，充分发挥
其教育作用。

（十一）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把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途径，对外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
内涵和法治主张。注重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
挥法治文化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关纠纷解决机
制和组织机构，推动沿线国家、地区开展法治文
化交流合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快我国
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和研究，推动海外
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于海外法律纠
纷解决和涉外法律工作，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
水平。把法治外宣作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
要内容，善于讲述中国法治故事，展示我国法治
国家的形象，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影响
力。举办法治国际论坛，开展与世界各国法治文
化对话。

三、组织保障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强领导、统
一部署，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法治建设总体规
划，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法治文化作为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作为法治示范创建、精
神文明创建、平安中国建设等创建指标体系的
重要内容。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研究解决法治文
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完善优秀法治文化作品
的鼓励支持政策，加大对法治文艺精品和法治
文化基地的扶持力度，促进法治文化作品创作
和传播。将法治文化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
算，统筹利用好现有经费渠道，拓宽资金来源，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法治文化建设。

（十三）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
领导、政府主导实施、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机制。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和各地全面依
法治省（市、县）委员会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司
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党委宣传、网
信、法院、检察院、教育、财政、文化和旅游等部
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各
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加强本部门
本行业本系统法治文化建设。各群团组织和社
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参与法治文化建设。

（十四）强化人才培养。坚持立德树人、德法
兼修，实施法治文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深入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
育。加强法治文化专业队伍建设。完善普法讲师
团服务管理，推动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健全法治
文化志愿服务体系，提高志愿服务水平，推进志
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品牌化。加强法
治报刊出版网络队伍建设，加强法治新闻采编
创作人员法治培训。发展壮大法治文化理论研
究力量，培育学科带头人。完善法治文化建设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

（十五）培育推广典型。鼓励和支持各地区
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加强
培育法治文化建设先进典型，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立法治文化建设示
范点，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做好法治文化建设成
果宣传和典型推广，形成良好氛围。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上接第一版）
永济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

城市发展中，继续坚持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念
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不断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
求，将永济打造成为一座温暖之城、幸福之城。

“向美而行”：村容村貌展新颜

“现在村子里的环境好多了，巷道干净整
洁，路旁绿植生机盎然，大家心情都非常舒畅。”
近日，记者来到永济市张营镇康蜀村，说起村里
的环境变化，村民杨仙果很是自豪。

近年来，永济市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全面动员广大群
众，打响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战和持久战。

规划先行。按照“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
配套、产业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地理地貌、产
业结构、民俗文化等因素，邀请专业团队科学制
定覆盖市镇村三级的全域景区化规划，编制了
重点村、中心村、特色村整治规划，打造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五治并举。聚焦农村环境整治的短板弱项，
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爱国卫生运动季”等，坚

持“五治并举”，建成“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
处理”的农村垃圾治理体系并投入运行。“十三
五”期间，共整合资金 6.17 亿元，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 35.6 万吨，清理“三乱”两万余处；投资 1.1 亿元
新建的 16 个垃圾中转站全部投入运行，投资 3.5
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试运营；城中村污水全部
并入城市污水管网，建成两个镇点、两个村点以
及 3 个农场的污水处理站。通过集中整治，全市
195 个行政村全部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清洁
乡村标准。

建管并重。制定了农村垃圾收集、清运十大
类 55 项清洁标准，形成了保洁员、转运员考核奖
惩等六项制度，明确了工作职责、工作规程等，做
到整治有标尺，考核有依据。建立了“六员连责”

“三级督查”和“两级考核”管理机制，坚持月考核
和明察暗访相结合，全市环境卫生整治实现常态
化、长效化。

百舸争流，破浪者远航；千帆竞发，奋勇者当
先。永济将持续夯实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底盘，以
更加有力的举措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为运城市打造“三个强市”、构建“三个高地”作出
永济新的努力和贡献，用更加积极昂扬的斗志书
写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辉煌篇章。

这是这是44月月55日拍摄的兰州水墨丹霞景日拍摄的兰州水墨丹霞景
区区。。日前日前，，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各项建设已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各项建设已
进入扫尾阶段进入扫尾阶段，，““五一五一””期间将向游客正式期间将向游客正式
开放开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陈 斌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