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步入 1961 年，由于“大跃进”造成

的严重后果，共和国“处于经济最困难

的时刻”。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

北京召开，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

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这次全会前后， 毛泽东多次发

表讲话，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

统。 他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3

月 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

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

党委的一封信》， 指出：“一切从实际出

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

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

东立即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 分赴

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

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

将发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

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 引起中

央高度重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

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基层， 调查

了解实际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

市、 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基

层，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 有力

地推动着党内认识的统一， 推动了调

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

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

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 产生了积

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毛

泽东的倡导下， 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

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

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同心共筑中国梦 携手奋进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 20 日在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 70 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为新时

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与会代表和社

会各界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新时代努力担当新使

命， 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

力， 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迸发崭新活

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

聚磅礴力量。

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画出最大同心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

民主党派 、 各团体 、 各民族 、 各阶

层 、 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的共同选择 ， 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

所在 ， 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

根本保证 。”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

发强烈共鸣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

教研部副教授王江燕表示，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是植根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 人民政协是适合中国国情、 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总书记的

讲话让她更加深刻体会到 “中国式民

主在中国行得通、 很管用”。

“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

全部工作之中， 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 “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 我们要继续前进， 就必

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 ， 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

样性的关系 。” 全国政协委员 、 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

蒋健认为 ， 做到一致性和多样性相

统一 ， 就是政治立场不能含糊 、 政

治原则不能动摇 ， 加强党对人民政

协工作的领导 ， 增进对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

思想认同 、 理论认同 、 情感认同 。

同时 ， 还要倾听群众呼声 ， 反映群

众愿望 ， 协助党和政府破解民生难

题 ， 增进人民福祉 。

“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 、

深入界别群众， 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

建议， 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这一

要求， 让北京市政协学习委员会专职

副主任江宗盟感触颇多： “政协委员

来自方方面面， 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 广泛凝聚民族复兴的正能量。 要

进一步探索行之有效的学习途径， 筑

牢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寻求最大公约数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独特设计，

是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

协尤其要抓好的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

“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对此，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分党组副书记、 驻会副主任杨小波认

为， 将人民政协明确为 “专门协商机

构”， 这就是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的新定位，就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制度设计。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好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是人民政协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要标志。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

结 、推进多党合作 、实践人民民主 ”，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认为，政协委员来自不同方面，

在政协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充分吸收

各方意见、充分整合不同观点、充分协

调不同利益， 最终找到全社会意愿和

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具有独特优势，也

体现出人民民主的真谛。

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展现新时代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政协委员

要坚持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情怀，把

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

履行委员职责。

“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

是、履行职责，是荣誉更是责任。 ”农工

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周

扬胜表示，政协委员应坚持学习、深入

调研、积极担当、不辱使命，以模范行动

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风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

民政协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

“在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对强化委员责

任担当提出了很高要求。” 全国政协委

员、 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王建国认

为， 政协委员就应当把荣誉放在身后，

把职责举在头顶， 为国履职、 为民尽

责。 作为文艺界别的委员， 唯有创作

更多更好的作品 ， 才能无愧于时代 ，

无愧于人民。

同心同德，共襄盛举。

“当前人民政协事业正处于新的历

史起点， 政协委员责任重大、 使命光

荣。”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

委胡卫说，政协委员既要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也要守纪律、讲规矩、重品

行，心系国事、情牵民生，努力交上令人

民满意的“委员答卷”。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王琦 孙少龙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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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

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

主的真谛。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

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

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

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 、

遇事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

势。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人民政协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人民政协

工作、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提供了思想

遵循和行动指南。

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

国家、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

设计， 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 相得益

彰，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

形式和独特优势。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

战线的组织、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

机构、 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新时代做好人民政协工作， 就要发挥

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把协

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 坚持发

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建言资

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积极围绕贯

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

展民主监督。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 ”能听

意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

进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要把民主集中制的

优势运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

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

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

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

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

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

的良好协商氛围。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

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

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 做到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新时代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和基本路

径。 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

断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党委会同政府、

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制度， 完善协商

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

制， 对明确规定需要政协协商的事项必

须经协商后提交决策实施， 对协商的参

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

等作出规定，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

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么

呢？ 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

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

的真正意义。 ”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

丰富多彩的， 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

通、很管用。新形势下，把人民政协制度

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人民

政协就能更好地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贡献。

（载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
京 9 月 21 日电）

国庆 70 周年日益临近， 申城节日气氛也日益浓厚。 在中运量 71 路外滩

站，五星红旗、彩灯与灯笼等装饰更换一新，洋溢着喜气。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1948 年 2 月 ， 他在陕西宜川县

瓦子街参加革命， 开启了自己的英雄

之旅。 壶梯山战斗、 永丰城战斗中，

他任突击组长， 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

堡 ， 立下赫赫战功 。 1955 年 1 月 ，

他退役转业， 告别军营， 扎根湖北来

凤县， 锁住荣誉， 尘封战功， 为当地

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

1985 年 1 月 ， 他站完最后一班岗 ，

离休。 人离休了， 思想却不离休， 他

坚持学习， 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

时、 何地、 何境， 他都把组织的要求

摆在第一位。 作为一名有着 71 年党

龄的老党员， 他精神上追求卓越， 物

质上毫无所求。 他， 就是 “共和国勋

章” 获得者张富清。

1924 年 12 月， 张富清出生于陕

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

庭。 1945 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

力二哥被国民党抓壮丁， 为了一家人

维持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 90 师在

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 作为该

师杂役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

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359 旅

718 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 年 7 月， 壶梯山战斗打响。

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

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响。战斗中张富清带

着 2 个炸药包、1 支步枪、1 支冲锋枪

和 16 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

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独

自坚守阵地到天明， 数次打退敌人反

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

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

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 三次一等

功 、一次二等功 ，两次 “战斗英雄 ”称

号， 这就是张富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

民交出的答卷。

1955 年 1 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

凤县工作。 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

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

得的全部荣誉。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

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

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

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

担当奉献。 任三胡区副区长、 区长期

间，他推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

入“电力时代”。 1985 年 1 月，张富清

站完最后一班岗， 从建行来凤支行副

行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张富清保持

艰苦朴素的作风， 住老房子、 穿老衣

服、用老家具、过老生活。

60 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

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

都不知情。 2018 年底，国家开展退役

军人信息登记， 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

纪的战功才得以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

衷， 张富清说：“我起初不想把这些奖

章和证书拿出来， 但考虑到如果不拿

出来，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党的

行为……”

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21 日电）

社会组织告别“找买家”烦恼

上海上线供需对接平台，助力解决政府

与社会组织信息不对称、对接难等问题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上海市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供需对接平台”

昨天上线运行， 将助力解决购买主体政

府部门和承接主体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 、 对接难等问题 。 自此以

后 ， 政府 、 社会组织均可在平台上发

布、 查询和使用相关信息， 一个更透明

的供需对接平台也有助于真正优秀的社

会组织做大规模、 做响品牌， 在社会治

理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截至目前， 已有近 1500 个政府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在该平台发布， 预

算总金额逾 3 亿元， 其中六成以上为基

本公共服务类项目， 20 万至 50 万元的

项目数量最多， 占比超过 35%。 同时，

200 多家社会组织也在平台发布了近

500 个可供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

“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供

需对接平台” 上线， 将有利于促进社会

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 优秀社会组织有

望获得更多 、 更大的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 从而形成品牌和规模效应， 进而做

大做强。 此外， 通过对供需对接平台的

后台大数据进行汇总梳理， 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政策也将得到进一步

完善。

超级大乐透第 1911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1＋19＋23＋24＋30 04＋05

一等奖 3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0 0 元

二等奖 85 625724 元

二等奖（追加） 29 500579 元

三等奖 285 10000 元

四等奖 669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2796874880.24 元

排列 5 第 1925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7 1 1 4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25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7 1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人气思政课：网上网下齐“圈粉”
(上接第一版)

事实并非如此。 “让主流声音占领

阵地， 教师绝非一味迎合大众， 而是通

过理论的阐释、 学理的贯通， 以及与时

事的结合， 来实现对学生的引领， 让这

些课程真正发挥育人功效。” 上海交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濠告诉记

者， 该校思政教师施索华在年轻学子心

中， 几乎已成为一种符号般的存在———

这位思政 “女神 ” 已经 “红 ” 了好些

年， 直到如今， 选修她的思政课， 依然

要靠 “秒杀”。

为什么沪上思政名师施索华的课能

够“长红”？曹东勃告诉记者，当初他自己

为了上好思政课， 入职培训时曾专门去

上海交大旁听施索华的课。

曹东勃至今仍记得课堂上的每一

幕：那天是冬至，上课不久，施索华就让

学生们拿出手机，她动情地说：“同学们，

过去十几年都是父母提醒你们天冷要加

衣、注意保暖。现在，你们读大学了，很多

人离开了家、远离了父母，今天，请你们

也给父母发一条问候的短信吧……”这

节课上， 很多学生热泪盈眶地给父母发

了一条短信。目睹这一幕，曹东勃“秒懂”

了思政名师的魅力所在。

“大学思政课使用的是一样的教学

大纲，传播的是同一个大道，有人上课语

言直抵人心，有人则擅长以理服人。 ”在

曹东勃看来，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网

上，真正能站住讲台的思政教师，没有固

定的程式。如果说他们有共同点，那应该

就是：以独特的授课风格，为学生解疑释

惑，真正让思政课入脑、入耳、入心。

每一门 “网红 ”思政课的
诞生，都有因可循

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冉、

陈果、陈琳、高建昆……这一批新生代思

政教师， 每一位主讲的思政课既是校园

内的热门课，也是网上的热播课。

比如， 青年教师陈果把思政课上成

了一门艺术———在校内， 她的课， 座位

紧张， 学生选课基本靠 “秒杀”； 在校

外 ， 她的课是慕课网站上的热门选修

课， 在各大网络平台及短视频平台上，

拥趸也不少。

在复旦大学， 每一位 “人气” 思政

教师的炼成、 每一门 “网红” 思政课的

诞生都有因可循。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中青年教师有一个显著特点： 既有深厚

的理论基础， 也有学科专业背景支撑。”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董雅

华分析， 陈果的课之所以 “火”， 是因

为她在课上和学生谈人生、 谈社会， 让

刚刚摆脱应试的大学新生耳目一新。 而

同样具有高人气的思政教师高建昆， 则

是一位经济学博士， 他阐释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蕴含着深厚的经济

学理论基础。

“时代在变化， 社会在发展， 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 在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闫方洁的思政课也是人气课， 学生总是

听得津津有味。 闫方洁在上课时， 往往

会借用在校大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流行语

言， 让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

命力。 “真信 ‘马’， 才能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讲好。” 故此， 她在第一次

上课时经常这样告诉学生： “我是带着

信仰来上课的。 ”

走出校园办思政，推动优
质课程辐射更多群体

为思政课注入非凡活力，把曾经“最

难讲的课”上成了“最抢手的课”，眼下，

一批高校优秀思政教师的影响力， 已从

校内辐射到校外。

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越来越多沪上

高校正通过各种措施， 鼓励中青年教师

借助线上平台开讲思政课， 发出更多好

声音，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传

播者。对于优质课程上网，部分学校与学

院为教师提供 1∶1 的资助。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正在

有计划地将优秀青年教师的授课输出到

各个区的中学， 以此推动大中小德育一

体化工程。 “通过这样开门办思政，也让

我们的青年教师能了解 00 后乃至 05 后

们在思考什么。 ”张濠说。

此外， 该学院还定期邀请学校领导

与青年教师联合授课 ， 青年教师讲理

论， 校长、 书记们则用丰富的人生阅历

来引领学生。 如今， 这些课程已小有名

气 ， 连在附近科技园上班的年轻人也

会前来蹭课。

曾经获得上海市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思政课一等奖的曹东勃， 同时也是一名

上海市社区政工师。 在杨浦区相关部门

组织下， 他曾多次来到社区街道， 给楼

宇、企业的青年上课。 “不少年轻上班族

对很多社会问题十分关心， 有些时候内

心也有迷茫，期待有人帮着解疑释惑。 ”

在曹东勃看来，走出校园上“思政”课的

经历，将反哺自己的课堂教学，让他意识

到“上课也要接地气”。

老物件老照片述说动人家国情
(上接第一版)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创作于

1969 年 11 月 29 日。 那一年金果临 13

岁， 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

生 。 他受英语书上最简单的两句话 “I

love Beijing”“ I love Tian'anmen” 启发

有感而发， 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孩子对

祖国、对天安门的热爱。

作曲者金月苓当年是上海玻璃厂

一名 19 岁的女工 ， 家对面有一所学

校 ， 她经常听到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

歌声 ， 想着要写首歌给孩子们唱 。 她

找到当年刊登儿歌的小册子 ， 挨个谱

了曲 ， 其中有一首就是她的堂弟金果

临的 《我爱北京天安门》。 歌曲于 1970

年 9 月正式刊登 ， 如今她还清楚地记

得那一天当她拿着杂志说给同事听时

的激动和兴奋 。 这首歌的歌词四易其

稿， 三年后才正式定稿 。 1972 年 4 月

23 日， 《人民日报 》 刊登了这首歌的

词曲 ， 从此 ， 这首歌走向全国 、 走进

千家万户。

展览现场， 姐弟俩带来了珍藏多年

的创作手稿 、 照片等纪念品 。 金果临

说， 这首歌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它

属于全国人民、 属于时代， 感恩祖国，

这一辈子为大家做了这么一点事， 就有

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已经很满足了。

走进展厅， 一座宽 97 厘米、 深 37

厘米、 高 29 厘米的 “小号” 天安门吸

引观众的注意， 这座以 1∶118 比例精准

还原的高仿真纸艺模型， 运用传统古建

筑的榫卯结构， 精细地还原了天安门风

貌 ， 众多小细节———城楼上的灯笼 、

龙凤彩绘 ， 甚至台阶和瓦片数量都与

真实场景无异 。 整个建筑包含 252 个

斗拱、 1300 余个零件， 制作耗时约 20

个月 。 制作者天津工艺美术大师 、 纸

模设计师曹珉为了寻找 “原始” 图纸，

特地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 几番诚心

“求教”， 终于取得 1942 年梁思成测绘

的图纸复印件。 他还多次到天安门现场

拍摄取材， 记录下城楼的每个设计要点

和准确色标， 制作过程中， 七易其作，

终于完工。

北京天安门， 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巍

然崛起， 也见证了平凡人家数不清的美

好故事。 展墙上， 一张张天安门前的笑

脸， 从黑白到彩色， 定格了那些年的亲

情、 友情和爱情。 北京摄影师高源， 从

1979 年开始就在天安门广场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百姓拍照， 40 年共拍摄近 60

万张照片， 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每个

细节的改变， 以及人们着装、 习惯、 拍

照方式的改变。

一些上海收藏家提供的藏品也十分

引人关注。 退伍海军军人郭乃兴提供了

1950 年 6 月 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徽

的讨论件———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的正反面图案 ， 另一张是其图案说

明 ， 还有一张则是毛主席于当年 9 月

20 日签署的确定国徽的命令。

而冯胜和王力伟带来的邮票， 则见

证了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的多个 “第一”。

这之中 ， 包括新中国第一套邮票———

1949 年 10 月 8 日发行的 “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纪念

邮票；新中国第一套外交邮票———“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纪念邮票； 第

一套以宪法为主题发行的纪念邮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邮票……一枚

枚小小的邮票， 承载着新中国成立初期

宏大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