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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古称河东，位于山西省西南部，
西与陕西、南与河南隔黄河相望，东倚太
行山与山西晋城相连，北接吕梁山与山
西临汾接壤，是扼守中原大地与西北、西
南腹地的天然屏障；域内中条山横贯东
西，绵延 160 余公里，有着极为重要的战
略地位；中条山北面的盐湖，有 4000 多
年开采历史，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财富宝
库，运城之名也由盐运贸易而来。

运城是一个具有“上百万年文明起
源，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地方。这里发现
了 4500 万年前印证人类最早起源的世
纪曙猿化石，勘探到 180 万年前人类最
早用火痕迹的西侯度遗址；有女娲补天、
黄帝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龙门等人类
远古传说；农耕文明的起源嫘祖养蚕、后
稷教民稼穑在运城都得到了考古验证；
尧初都蒲坂（后迁平阳）、舜都蒲坂、禹都
安邑及夏朝都城，都在运城境内。运城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傅说、猗顿、关
羽、裴秀、裴度、王勃、薛仁贵、柳宗元、司
马光、关汉卿等一大批灿若星河、光耀中
华、彪炳千秋的文武俊秀。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王朝
腐败无能，任列强肆意欺凌，在这内忧外
患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奋起
抗争，经过八十多年的上下求索，最终选
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华民
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东方古
国近代以来国运转折的开端。从此，灾难
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指引下拨迷雾、驱阴霾，义无反顾地举
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真正踏上了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
了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中国和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而壮丽的新征程。

1926 年春，中共运城支部诞生，运
城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至 1927 年
7 月，运城共建立了 13 个中共支部和 1
个中共县委。1928 年 6 月，中共河东特委
成立。这是运城第一个全区性的党组织，
即运城市（地）委的前身。土地革命战争
的 10 年，运城党组织多次被破坏，先后
经历了河东特委、河东特别支部、河东中
心县委，再到河东特委、河东中心县委等
时期，虽然经历腥风血雨，但党的活动一
直没有停止。特别是 1934 年年初到 1937
年，运城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后，一直在嘉康杰等同志的领导下独立
开展革命活动，成立了绛县红军游击队
和晋南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平陆夺枪、稷
王山暴动、中条山暴动等斗争，这些斗争
在山西革命史上影响深远。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子祥同志受组
织委派，回到运城组建了河东工委（后改
为河东特委），随后整顿恢复重建了运城
各地党组织。运城沦陷后，河东特委所属
同蒲铁路以西以北各县划归中共乡吉特
委，铁路以东以南各县划归中共晋豫特
委。1939 年 10 月，为应对国民党的反共
高潮，党在中条山地区成立中条地委，晋
豫特委所属运城各县归中条地委领导。

中条山战役后，党重新开辟中条山抗日
根据地，中条地委一分为二，建立条西地
委（后改为太岳五地委）和条东地委（后
并入太岳四地委）。后乡吉特委所属汾南
各县归太岳五地委（汾北的新绛、稷山、
河津仍属乡吉特委领导）。这一时期，虽
然党的组织机构变换频繁，但运城人民
的抗日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从支援八
路军东渡黄河北上，到建立八路军兵站
确保前后方交通安全，再到开辟中条山
抗日根据地，运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
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5 年 12 月，太岳
五地委改为太岳三地委。太岳三地委配
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军区部队先后
发动了闻夏战役、晋南反攻和运城攻坚
战，在有力策应和支援陕北战场的同时，
也使运城在 1947 年 12 月 28 日获得了解
放。解放后的运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
方面进行土地改革，医治战争创伤，大力
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
项社会事业，一方面发扬中国人民伟大
的团结奋斗精神，不以自我安乐为满足，
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干部西进
南下，为全国解放和新解放区的建设作
出了无私奉献。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第一面五
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运城人
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

回望历史，是为了坚定初心，走向更
加光辉的未来。

回顾总结党领导运城人民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历程，就是为了更
加坚定运城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上的步伐。

运城党组织建立后，运城地区的共
产党人就担负起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面对
社会主义建设重任，运城地区的共产党
人毫无畏惧、勇往直前，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运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是山西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运城党组织坚持斗争，
领导了多起工农学生运动，其中盐池工
人罢工、大益成纱厂工人罢工、安邑驱逐
贪官县长郑裕孚和猗氏“八一农暴”等，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当时，山
西省委屡遭破坏，全省党的革命活动南
移，运城成为这一时期全省革命活动的
重要区域。全省先后在运城召开了四次
有影响的重要会议，推动了运城乃至全
省的革命斗争。这四次会议分别是：1927
年秋，山西临时省委代书记王鸿钧在夏
县下留村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确立了实行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会后
山西尤其是运城党组织有了一定的恢复
发展；1928 年 6 月，山西临时省委在夏县
堆云洞召开的运城党组织会议，加强党
对河东暴动区工作的领导，会上成立了

中共河东特委，这是运城市（地）委的
前身；1929 年 6 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
员汪铭在夏县堆云洞召开的传达中央
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指示精神的会议，
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党组织在
工作中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避免造
成更大的损失；1930 年春，中共太原
临时市委书记冯彦俊主持召开的夏县
裴介会议，研究全省武装斗争的开展，
安排部署太原和河东暴动。这四次会
议及其斗争成果在山西党的历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

——运城党组织积极探索开展武
装斗争，这是当时山西乃至北方各省
少有的。运城共产党人在发展组织、开
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和
放松领导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先
后领导和组织了多次武装斗争，其中
在山西乃至北方影响深远的武装斗争
有两次。一是 1934 年 4 月，在绛县小华
山庙成立了运城地区第一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绛县红
军游击队。游击队开展了打土豪、分浮
财等斗争，坚持斗争达 7 个多月。二是
1936 年农历三月，为响应和配合红军
东征，嘉康杰组织成立了一支 50 多人
的晋南红军游击队，并进行武装暴动，
在中条山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分粮食、
烧契约”的打土豪斗争。红军回师陕北
后，这支革命武装被血腥镇压，游击队
队员和革命群众 80余人被杀害。

——运城党组织充分动员群众，
使运城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前后方战略
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城因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成为八路军挺进华北抗
日的主要战略通道。1937 年 8 月至 10
月，八路军三大主力先后在荣河县（今
属万荣县）庙前东渡黄河，途经运城的
万荣、河津、稷山、新绛等县北上抗日。
运城党组织动员 300 余名船工，历时
两个多月接送 3 万余人渡河。沿途各
县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大力支持，广大
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同时，
运城人民为保障八路军兵站的运转作
出了巨大贡献。1938 年 7 月，八路军在
黄河北岸的垣曲县关家村设立了兵
站，随后在垣曲县同善镇北垛村设立
了分站，主要用于转运抗战物资，保障
人员往来安全。全民族抗战期间，刘少
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领
导人多次路经兵站，运城党组织为此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保障工作。

——运城党组织坚持中条山游击
战，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是晋冀鲁豫
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运城境内横贯东西的中条山和流
经数县的黄河构成了保卫延安的坚固
屏障。抗战期间，运城党组织领导人民
群众在中条山筑起了一道抗战的不倒

“长城”。1941 年 5 月，党抓住时机开辟
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在条西地区先后
建立了稷麓、新绛、闻喜、稷山、安邑、
垣南、万泉、平陆等抗日县政府和太岳
五专署，在条东地区先后建立了绛县、
垣曲等 7 个抗日县政府，配合八路军
南进支队开辟了南北长 100 余里、东
西宽 300 余里，拥有 20 余万人口的根
据地，并与太岳区连成一片。

——在运城打响的晋南反攻战和
运城攻坚战，是解放战争中我军战略
大反攻的最早战役之一，有力地支援
了陕北战场，为解放军学习城市攻坚
战积累了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晋南是
陕北解放区的前哨。1947 年 3 月，蒋介

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
个解放区。为了支援陕北战场，从侧
翼打击、牵制胡宗南部队，按照中央
军委的指示和部署，晋冀鲁豫野战
军和太岳军区部队于 1947 年 4 月 4
日发起晋南反攻战役，至 5 月 12 日
解放了晋南大部分县城。5 月初，陈
赓所部晋冀鲁豫第四纵队第一次攻
打运城。1947 年 10 月，在晋冀鲁豫
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下，晋冀
鲁豫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第二
次攻打运城。1947 年 12 月 17 日，徐
向前指挥晋冀鲁豫第八纵队、王震
所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与太岳军
区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经过 12 天
的激战，至 12 月 28 日，运城宣告解
放。晋南反攻战役和运城攻坚战，在
解放战争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一是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
在陕北作战，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
贡献；二是人民解放军从中学会了
城市攻坚战；三是有效配合了刘邓、
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敌后；四是
为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打开了
通道。

——运城解放后，从党员干部
到普通百姓，无私奉献、舍身为国，
大力支援全国解放。一是组织大批
干部“西进南下”接管新区。从 1948
年年初开始，运城抽调干部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接管福建、
四川、甘肃等新解放区，为新生政权
的建立作出了应有贡献。二是大批
运城儿女踊跃参军支前。翻身解放
后，获得了土地的运城人民，并没
有满足于小我的富足，而是义无反
顾地以各种方式投入到解放全中国
的伟大战斗中。从 1947 年到 1949
年，先后有万余名青年在家乡解放
后加入解放军奔赴解放战场最前
线；有五千多名民工，组成有近千
副担架的远征队，随军前往大西北
支前，转战陕、甘、宁、青等省，
行程 6000 多公里胜利完成支前任
务。三是为解放战争无私捐献了大
量的粮食等物资。据不完全统计，
解放战争期间，运城各县支前的小
麦有 2254 万斤、花料 114 万斤、人
力车 4.17万辆。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
是历史的延续。正确总结和客观对
待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
个执政党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政党，始终十分重视
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对我们共产党
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
养剂”，“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
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作为河东儿女，让我们铭记党
领导运城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这一段光辉历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再接再厉，砥砺前行，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
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
续奋斗！

由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
方志研究室）提供

党领导运城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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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4 名中央民族大学的大一学生踏上探寻运
城古建遗迹的人文旅程。他们从 2 月 8 日至 12 日，花费 5
天时间，走访了在 2021 年 10 月暴雨中受损的部分运城古
建。

“探迹·寻记”运城古建调研队于去年 11 月正式组
建，小队队长刘政良在学校老乡群里发出邀请，安之尧、
高子彦、王祎琳立即响应，这 4 名来自不同学院的大一新
生在线上第一次聚在了一起。“微信群聊组建好后，第一
件事就是确定古建之旅的行程。”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大
一新生高子彦对记者说，“4 名山西人中有 3 个运城人，我
们第一选择就是运城古建。大家查阅资料后，行程具体到
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家庙，盐池禁墙东禁门，安邑太平
兴国寺塔，临晋县衙，万荣飞云楼、后土祠，芮城城隍庙、
永乐宫 9 处历史遗存，并正式向学校递交申请报备计
划。”

古建之旅启程

2月 8日，调研小队在盐湖区集合。这也是他们 4人在
线下第一次见面。“开始大家还有些不熟悉，但后面小组
分工后，每个人也都展现出了专业的一面。”队长刘政良
介绍，“高子彦负责拍摄和剪辑，安之尧整理资料，王祎琳
做问卷数据分析，我承担写最后的书面报告。”

次日，4 人小队扛着摄像机，走进了解州关帝庙、常
平关帝家庙、盐池禁墙东禁门。受去年暴雨影响，解州关
帝庙崇圣寺门楼漏雨，春秋楼二楼大面积漏雨威胁到“夜
读春秋”塑像；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大面积坍塌，城台顶
面严重塌陷，城墙出现多处裂缝。刘政良谈及这些损毁带
给自己震撼时说：“东禁门城墙坍塌处给我留下了很深刻
的印象，看到如此宏伟的城墙部分坍塌为土方，觉得特别
惋惜，为保护一座盐池而专修的禁墙，是独属于运城的。
现在，它已经被围挡隔绝起来细心保护修复，让它不再有
继续坍塌破损的风险，也许这样才会让它更好地诉说历
史的沧桑。”“关帝庙那边都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注意日
常维护就好。但四龙壁受损较为严重，调研时正在封闭维
护并不对外开放，从远处可以看到四龙壁上方已加盖防
雨棚，并设有多个支撑柱以防坍塌，保护措施科学严谨。”
王祎琳补充道。

“我们 2 月 10 日和 11 日又分别探访了临晋县衙、飞
云楼、后土祠，对运城古建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更为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和身为运城人感到自豪。”高子
彦说。小队里唯一不是运城娃的安之尧来自晋城市，她直
言实践期间走过的运城古建不过是零光片羽，却也看到
了运城对于古建保护所作出的努力。“我看到了相关部门
基于文物实际情况采用旅游开发式管理、封闭管理、乔迁
保护等保护措施，同时还积极推进‘社会认领’的贯彻落
实，在这些举措中，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对古建保护的因地制宜、传承为本、民生关
怀。”她说。

2 月 12 日，古建之旅也来到了终点站永乐宫和城隍庙。在永乐宫，4 人小队见到
了无极殿内的《朝元图》在时光洗刷下历久弥新，依旧闪烁着过去的荣光。安之尧感
叹道：“在游览过程中，讲解人员告诉我们永乐宫的故事，让我们大为震撼。为防止
水库建设造成文物淹没，永乐宫进行了长途迁徙。经过来自各地的技术人员密切商
讨，最终采用人力拉锯法，将附有壁画的墙壁锯下，并将壁画进行细致剥离，经过运
送、重组、描摹完成迁移。此工程困难重重，历时 5 年，才得以成功。”前往后土祠时，
王祎琳略被曲折的道路惊惧，直至抵达，众多游人祭拜祈福的景象瞬间将她拉回千
年以前，巍峨劲秀、古朴精美的秋风楼也让她不住地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
慧。高子彦提及永乐宫和芮城城隍庙的保护措施，讲明牌匾和房檐周围的金属网给
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不仅对其他古建保护是一种借鉴参考，也是创新了
保护古建的方式方法。

终点站再出发

“古建之旅的结束，不是我们小队调研的终点。”高子彦指出，他们在实地调研
古建后，就联系了市文旅局，想从这里找寻到更专业、全面的古建保护资料。“市文
旅局就给我们推荐了‘文物专家咨询室’，联系了很多次都是闭馆状态，其间又打了
无数电话咨询开放时间，终于在重新开放第一天约好了专家会谈。”高子彦说。

3 月 7 日早 10 时，高子彦代表团队在文物专家咨询室，见到了文博研究馆员李
百勤。“李老师给我们普及了运城现今文物保护的情况，讲解了文物保护可能遭遇
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对文物创新性保护的探索尝试。”高子彦说。李百勤讲到了我市
县级文物、未登记在册的文物众多，给保护工作带来许多挑战。“有很多文物在私人
手里，是他们的祖宅，可他们不清楚其文物价值，很可能因为个人原因自行拆毁。还
有一些是因为地处偏远山区，早就荒废没人居住或管理了，得不到有效、及时的修
缮维护，加速了老建筑的损毁，等到再发现已经于事无补。”李百勤说。

咨询结束后，高子彦告诉记者：“古建保护应该是多方面努力采取综合保护措
施的结果。对于古建保护不应一味从批评的方面来看，要看到现存的问题和已经做
得很好的措施并且知道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创新性保护，李老师已经给了一个
很好的思路，我们相信如果该思路可以延续下去会对低级别文物的保护起到很好
的作用。”刘政良在调研报告上写下：“咨询专家后我对古建保护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认识到古建保护并不是文物部门一个单位便能做到的，它也不是离我们公众距
离很远的一件事。古建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充足的资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
要提升公共意识，让古建保护走进大家心中，共同维护好这凝固的艺术。对于创新
性保护，我认为在坚持‘修旧如旧’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结合现代科技（如 VR、全息
投影）、流行文化，让古建筑‘活’起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不仅能够做到创新性保
护，也能通过引导公众深入了解古建筑背后的文化故事，起到更好的宣传教育作
用。”

“其实这个调研小队还有隐藏的第五人，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文学院副教授
路杨。是她，一直支持和关注着我们的古建之旅。路老师是山西太原人，去年家乡暴
雨，她也十分关注古建受损及保护情况，她通过梳理关于灾害语境下的文物保护及
山西文物保护的相关研究文献，建议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点与能力，在
充分了解古建的受灾情况和现行保护措施之外，深入挖掘历史事实，尝试探寻古建
筑保护的长效综合机制与应急机制，并鼓励我们将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信息、数据与
见识、思考诉诸学术研究，从专业角度出发为家乡贡献青年的力量。”高子彦稍作停
顿，继续道，“也正是因为老师对家乡的这份热忱，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一行，我重新
走过河东大地，对这片土地所饱含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未来自己也将更加关
注文物保护，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争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古建筑的创新性保
护贡献力量，传承好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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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赵卓菁）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
夏 暑 相 连 。 秋 处 露 秋 寒 霜 降 ，
冬雪雪冬小大寒。’亲爱的观众
朋友们，随着这诗一样的 《二
十四节气歌》，我们仿佛感受到
了春之柔美、夏之热烈、秋之
收获、冬之洁净……今日‘春
分’，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分
春分，昼夜平分’。‘春分’的

‘分’有两个意思……”市群众
艺术馆的“诵节气公益小课堂

‘春分’篇”于 3 月 20 日在线上
平台开课。线上课堂的专业老
师 讲 授 了 “ 春 分 ” 节 气 的 涵
义、相关地理知识、史料记载
和 民 俗 内 涵 等 。 在 线 上 平 台 ，
小课堂“春分”篇的浏览量日
益增长。

诵节气公益小课堂是市群
艺馆启动的线上传统文化道德
讲堂之一。“‘春分春分，昼夜
平分’，从春分开始，白天会越
来越长，夜晚将越来越短，是
草长莺飞的好时节。人们在大
自 然 里 玩 耍 ， 在 线 上 平 台 学
习，是另一种学习进步的好方
式。”市群艺馆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满足疫情防控期
间群众文化生活需求，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市群众艺术馆在疫情防控
期间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方式，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线
上公益培训教学，利用线下录
制、线上播放的方式，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推出多种公益讲
堂，包括茶艺、乐器课堂等。

市
群
艺
馆
﹃
诵
节
气
公
益
小
课
堂
﹁
春
分
﹂
篇
﹄
开
启

日前，笔者在《全辽金文》一书中
看到金末元初文学家段成己撰写的

《河津县儒学记》一文，拜读后有了新
奇且重大的发现。

《全辽金文》由山西大学教授阎凤
梧主编，书中广搜博取，汇辑辽、金二
代的文章，系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重
点项目，于 2000 年 8 月由山西古籍出
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第 3557 页选录了金末元初

文学家段成己所撰写的《河津县儒学
记》一文，其中明确记述：“河津古龙门
号称多者，鸿儒硕师，骚人辞客，往往
辈出。其汉则司马太史之父子，在隋则
王河汾之兄弟，唐以来如勃，如勮，如
勔，如助（注：指王勃兄弟四人），以文
名世者不一而足。”很显然，作者认定
汉代司马谈、司马迁“太史之父子”都

是“河津古龙门”的“鸿儒硕师”，这就
雄辩地佐证：在金、元时期，当时之社
会就认定“司马迁是河津人”。

段成己是金代绛州稷山（今山西
稷山）人，生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
年）。金哀宗七年（1230 年），段成己登
进士第，授宜阳主簿。1234 年，金朝灭
亡后，段成己与其兄段克己无意仕途，

便隐居龙门山（今河津市北午芹一带）
近 20 年。兄弟二人隐居龙门期间，怡
情山水，乐善好施，广交文友，成立诗
社，互相唱酬，“日以诗文讲学于河汾
乡里间”，对河津的历史人文了然于
胸。

《河津县儒学记》一文是段成己
76 岁时（1274 年）撰写的。该文比 1342

年升任元朝监察御史的王思诚所撰写
的《河津县总图记》关于河津“司马迁
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
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的记载
早 68 年，比元朝至正十七年（1357 年）
段循所撰写的固镇村创修上生院石碑
关于“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
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
的记载早 83 年。段成己是稷山人，王
思诚是山东人，段循是陕西奉元路府
判，这三位不同地域的文学家文章却
异曲同工，都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给
出了有力的佐证。

《 全 辽 金 文 》可 佐 证 司 马 迁 是 河 津 人
■任罗乐

近日，运城市泰通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在向市民介绍该公司红色
展馆的藏品。

该展馆共分为领袖风采、光辉的历
程、峥嵘岁月等展区，展出的珍贵文史
资料和实物有 400 余件，包括毛主席胸

章、伟人雕像、珍贵文书等，以此赓续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坚忍顽强
的精神，同时激励每个员工爱国敬业、
奋发有为、坚定跟党走。

特约摄影 董应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