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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 12月 16日 ，《申
报》载：“京师友人来信云 ，每 日
午后有西人在南海乘轻气球升
高瞭望 ，经数时之久始翩然而
下 ，都人莫不诧为奇观。”）

从今天的 角 度来看 ，载人
热气球并不是一项科技含量很
高的发明 。据文献记载 ，早在
1783年法国 巴黎穆埃特堡 ，人
类就成功进行了 第一
次 载 人 空 中 飞 行 。
100多年过去后 ，作
为 当时天子脚下 、见
多识广的京城人 ，看
到西方人驾御热气球
自 由升空眺望 ，仍然
“诧为奇观”，其他中
国人对世界科技的了
解 ，则更可想而知 。
从 百 年 前 这 则 新闻
上 ，不难看出 当 时中
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
差距之大 。

世 界 上 几 乎 每
个 民族 都 曾 梦 想 能
离 开 地面 ，遨 游 天
空。“我欲乘风归去 ，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
不胜寒。”历代大量
诗 句 表 达 了 中 国 人
对 天 上 的 丰 富 想
象 。中 华民族也是世
界 上 最 早 把 飞 上 天

的 愿 望 付 诸 实 践 的
民族 。

然而 ，曾在太空探索方面
领先一大步的 中 国 人却在近代
史上远远落后了一大步 。长期
以来 ，在统治阶级愚昧 自 大和
重农抑商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桎

梏中 ，科技始终被视为 “奇技淫
巧”，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
中 国既没能在原有的科技成就
上更进一步 ，更没能及时汲取
西方工业革命后熊熊点燃的现
代科技文明之火 ，融入世界文
明进步的大潮 中 。当 人类 以科
技为犁翻开 20世纪 的历 史新
篇章之时，中 国 只能沦为世界

发展大潮的看客 。
航 空 航 天 技 术

是一个 国 家 科技实
力的集 中体现 。新中
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
改 革 开 放 20年 来 ，
我 国 航空 航天 事业
坚持独立 自主 ，自 力
更生 ，从无到有 ，取
得了迅猛发展。1970
年 4月 24日 ，我国
第 一 颗人 造 地球卫
星 “东方红 ”一号成
功发射 ，成为继苏 、
美 、法 、日 后第 5个
完全 依 靠 自 己 力 量
成 功 发 射 人 造 卫 星
的 国 家。1999年 11
月 ，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 第 一艘试验 飞 船
“神舟”号发射成功 ，
使 我 国 成 为 世 界 上
继美 、苏之后第 3个
掌 握 航天 载 人 技术
的 国 家 。迄今为止 ，

我 国 人 造 卫 星 已 形 成 4大 系
列 ，运载火箭 已拥有长征系列
12种型号 ，在卫星 、火箭 、发射 、
应用 等诸 多领域 已跻身 世界前
列 ，成 为 全 球 瞩 目 的 航天 大
国 。　（周 文林 ）

大 清 门 前 的 小 太监 摄于 1909年 （法 国 阿 尔 伯 ·肯 恩博物
馆提供 ）

从“洋商熬猪油 ”
到 民 族 工 业 兴 盛

（ 1900年 12月 17日 ，
《新闻报》以 《洋商购 肉》为题
刊载一则新闻：“扬州西门外
近有某洋 商新 建房屋 四 间 ，
专收 乡 贩入城售卖之猪 肉 ，
无论多寡 ，悉照市价收后 ，均
煮熬成油 ，贮以木桶。复将零

碎之肉招人购买。计市价每肋足钱八十
文者 ，洋商仅取价三十六文 。故扬城争买
之人颇多 ，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云。”）

连煮熬个生活必需的猪油都要让“洋
商”来操办 ，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实在
不可想象 ，但对于经历过旧时代的老人来
说 ，可能就很平常了 ，因为那个年代充斥
商铺摊点的几乎都是 “洋火”、“洋油”、“洋
面”、“洋布”之类。《新闻报》上这则关于扬

州城外“洋商购肉 ”的报道 ，正是百年前中
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 。

洋商 、洋货主导市场的背后是中 国
国 力的衰败和民族工业的微弱 。资料表
明 ，到 1894年 ，中 国新式民族工业企业
只有 260余家 ，且集中在棉纱 、棉布 、生
丝 、茶砖等轻工业领域 ，空间狭窄 ，力量
单薄 。

中 国 民族工商业的处境维艰是外国

资本和封建势力双重挤
压的必然结果 。

新中 国成立后 ，经
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民
族工业在和平环境中走
上了崭新的发展道路 。
旧 中 国基础薄弱 、技术

落后 、部门残余不全 、分布极不合理的状
况得以根本改观 ，同时 ，建立起了 门类齐
全 、布局趋于合理的工业体系 。

改革开放带来 了 生 产 力 的极大解
放 ，拉近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
差距 。据世界银行估算 ，到 1997年 ，我国
经济总量 已跃居世界第 7位。在主要工
业产品中 ，钢 、煤 、水泥 、化肥 、电视机产
量居世界第一位，电力 、化学纤维产量居

第二位 ，原 油 产量位居世界 第 五
位 。

20年前 ，中 国 以平等和 自信的
心态再次打开国 门 。自 1980年第一
批 3家外商投资企业获准在华投资
后 ，外商外资源源而来。据统计 ，最
近 15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
均增速高达 32.9%；最近 6年 ，我
国连续成为世界第二大引 资国 。目
前 ，世界 500强企业中 已有 300多
家在华投资 。和百年前飞扬跋扈 、
疯狂掠夺的情形不同的是 ，在中 国
现行法律框架下运作的 国 外资本 ，
已经成为推动中 国经济发展的巨大
力量 。　（余敬 中 ）

今天 电话

落谁家

到 11月 底 ，我国固定 电话用户 已经达到
近 1.4亿户 ，仅今年新增用户就达 2981万户 ，
其中居民用户 占 83%。这意味着 ，曾经是富人
和权贵们才拥有的 电话早已经进入寻常百姓
家 。

据 了 解 ，
1900年 我 国 的
第一部市内 电话
在南京诞生。然
而当 时的 电话多

是王公贵族们的玩物 ，末代皇
帝溥仪年轻时 ，他所在的养心
殿 就 安 装 了 一 部 磁 石 式 电
话 。到 1949年 ，全国 电话容量
只 有 37万 门 ，普及 率 只 有
0.05%。

就是在 20年前 ，只有单位才有 电话 ，私
人装 电话的很少 ，电话是一种待遇 ，到了一定
级别才能在家里装 电话 。

改革开放之初 ，逐渐富裕起来的百姓想
到要添置的用品中往往都有电话 。

巨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
发生了 。近 15年来 ，我国 电信业超高

速发展 ，最快时甚至超过国民经济增长 30多
个百分点。我国 已经形成了世界第二大电信网
规模 ，全国 电话普及率提高到 17.7%。我国 电
话用 户 的规模从 1979年 的 203万户到 1992

年 的 1千 万户 用 了 13
年时间 ，到 1998年的 1
亿户用了 6年时间 ，再
到今年 9月 突破 2亿户
只用了 2年时间 。

如今，人们生活中

不 仅 有 了
方 便 的 固
定 电 话 ，
而 且 我 国
已 经 拥 有

世界规模最大的寻呼用 户群 ，移动电话也飞
速普及 ，到今年 9月 全国移动电话用 户达到
6500万 户 。电话 、手机 、寻呼机已经使得人们

随 时随地进行联 系 和

沟 通 的 梦 想 变成
了现实 。

（ 李 佳路 ）

时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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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 中 国 饱受凌辱 ，
似乎每一 天都在失去一 些 东

西 ：主权 、
领土 、财
富……凝
聚着悠久
文化内涵

的古老城墙 、庙宇民居建筑顷
刻间被平毁 ，有重大研究价值
的 弥足珍贵 的藏书 古籍流失
他乡 。这是列强对我国文化的
掠夺与摧残 。

这种文化的 浩劫在 1900
年的中 国显得格外刺 目 。由 于
政府的腐败 ，被誉为文化瑰宝
的敦煌一经发现 ，西方列强的
盗宝贼便纷至踏来 。在以后 5
年的时间里 ，四万多件敦煌遗
书 、几百幅唐宋绢画与纸画被
洗劫一空 。英国人彼得 ·霍普
科克在他的 《丝绸之路上的魔

鬼》一书中描述
道：“他们从丝
绸 之 路 上 湮 没

了 的 城市 和 石
窟 中 搬 走 的 壁
画 、手稿 、塑像
和 其 它 珍 宝 …
… 是 数 以 吨 计
的。”

而 在 八 国

联 军 占 领 的 北
京城 ，圆明园再
遭洗劫 ，无价之
宝 大量流失。据

不 完 全
统计 ，目
前 在 全
世 界 47
个 国 家
的 2000

多 个博物馆 中 ，展示的 中
国 文物不下百万件 ，多 数

都是战时掠夺品 ，其 中 有
不少是 圆 明 园 中 的文物 。
具有 500多 年 历 史 的 北京
古观象 台 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的 古代天文 台 ，当 年
也难逃一劫 ，十件制作精
美 的天文仪器被德 、法两 国 当 作
战利品瓜分掠夺 。

衰败的清政府苟且偷生都难 ，
何谈文物的保护？只有 日 益强大的
新 中 国 才越来越把保护历 史文化
遗产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早在北
京和平解放前夕 ，解放军就曾专门
前往清华大学 ，请著名建筑学家梁

思成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标
明北京城内重要古建筑的
位置 ，为的是万一和谈失
败 、解放军被迫攻城时 ，
能够保护好千百年留存
的文化遗产。1954年 ，
北京修建地铁时曾考

虑过拆掉北京古观象
台 ，周恩来总理作出
批示 ：保留古台 ，地
铁绕行 。

随 着 社 会 的
进步和文化生 活
水平 的提高 ，人

们更加清
醒地认识

到 ：保护
文 物 就
是 保 护
我 们 民
族 的 文
化 ，保护
文 化 遗
产 就 是
保 护 我
们精神的
家 园 。到
目 前 ，全
国 已 确 定
国 家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750
处 ，省级文物

保 护 单 位 7000处 ，
市地县文物保护单位
6 万处。1982年、1986

年、1994年 ，国 务院分
三批公布了 99座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 ，各地也累
计公布了 120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 。　（李烽 ）

驿马传递

与电子邮件

100年前 ，作为大清帝国 “陪都 ”的陕西西
安 ，还没有一个邮局 。那时八国 联军进 占 北
京 ，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及一批大臣王爷逃命
到这里 ，各省的公文和皇上的谕 旨 只能通过
各地的驿站辗转传递 ，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

中 国 的 邮政事业历史久远 ，但是在旧 中
国发展极为缓慢 。从殷商时期 以至清代 ，历经
几千年 ，中 国 的 邮递通信方式一直沿用驿马
传报和烽火为号 ，而且主要用于传递公文和
飞报军情 。其间 ，在南方沿海 、沿江商业比较
发达的城镇 ，曾 出现了少数民信局 ，专门办理

商民的 邮件 、汇
兑 。广大的 中 国
普 通 百 姓 几 乎
与邮政无缘 ，所
以 自 古 中 国 人
特 别 重 视 离
别 。一旦有亲友远行 ，便往往

“ 执 手 相 看 泪 眼 ，竟 无 语 凝
噎”，因 为从此一别就关 山 阻
隔 ，音信渺茫 。

由 于清政府 闭 关锁 国 ，
腐败无能 ，中 国 近代邮政带
有典 型 的殖民 色 彩。1878年 3月 ，英 国
人德崔琳把持的天津海关书信馆成立 ，
开始收寄 国 内外公众邮件 ，这是 中 国 第
一个为大众服务的官办邮局 ，表明 中 国
近代邮政诞生。1896年 3月 20日 ，光绪
皇帝批准 ，正式开办大 清邮政官局 ，这
是中 国 国 家 邮政的开始 ，但总邮政司却
是英 国 人赫德 。直到 1911年 ，中 国 才收

回 邮权 。当 时 ，殖民统 治 者 只 考虑 自 身 的 利
益 ，主要在沿海 、沿江与 国 外有通商往来的海
关城市和北京等地设了 邮局 ，“西北各省无轮
船可通 ，因 之并未设局”。清政府 当 时还没有
能力 自 己 建设邮局 ，在朝廷西逃 、西安急需设
立 邮局 的时候 ，地方官 员便颇感 “为难”。直到
1949年 ，中 国 的 邮 电 局所也 只 有 2万 多 处 ，
邮路总长度 70多万公里 。

新 中 国 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
国 邮政事业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截
至今年 11月 底 ，我国 邮路总长度 已达 298万

多公里 ；邮递手段也由 旧 中国
的骑马 、乘船发展为航空 、铁
路 、公路和水陆运输综合运
用 ；邮政局所达 到 67000多
个 ，全国 已实现村村通邮。100
年前 刚 刚开始筹办邮局的陕

西省西安市 ，现在已有邮政局所 1923个。中 国
邮政还与 1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通邮关系 ，
函件和包裹可以通达全世界 。

慈禧太后做梦也不会想到 ，今天从北京
发 出 的特快专递函件 ，第二天即可送到西安
的收件人手里 。更让人感慨时代变迁的是 ，现
在 电子 邮件的传递速度快得可 以秒计算了 。

（ 赵 明 亮 ）

我 国 成 为 世 界 纺 织 服 装 大 国

一百年前 ，上海
有家报纸为衣不遮体
的百姓呼吁：“无褐无
衣 ，何以卒岁？”；一百
年后 ，我国服装的生产
量和 出 口 量均跃居 世
界首位 ，短缺时代已一

去不复返 。
在旧中 国 ，我国纺织

业一直处于自给 自 足的手
工业状态。1911年 ，全国纱

厂只有 20家 ，年产纱锭 50

万枚 。新中国初期 ，我国的纺
织能力也只有 500多万锭。政

府为此提出 “要为人民衣被甚

少着想”，并被迫
实行发行布票限量

供应的政策 。

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到 1982年 ，全国棉布

产量达到 153.5亿米 ，基本满足了人民的需要 ，并
于 1983年取消了布票。1996年 ，我国棉纺设备达到
4171锭 ，是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 8倍多 。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 服 装 业 以 年 均 递 增
15.7%的速度增长 ，服装市场空前繁荣活跃。仅 “八

五 ”期间的 累 计
生 产 服 装 就达
近 300亿件 ，相

当 于前 40年的总和 。自 1994年 以来 ，我国服装行业

连续 6年保持世 界 第一 的 生产大 国 和 出 口 大 国 地
位 ，服装 出 口 总额约 占 同期全球服装 出 口 贸易总额
的 六分之一。1999年 ，我 国 服装 年产量达 100亿
件 。我国化纤产量今天也 已达 520万吨 ，名列世界首
位 。　（张旭 东 ）

从
酷
刑
苛
吏

到
依
法
治
国

在中 国的封建王朝中 ，酷刑苛吏 ，一直是
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在史书上 ，一些名 目 繁
多的酷刑随处可见 ，如凌迟 ，炮烙 ，车裂 ，不一
而足。酷刑之下 ，不知有多少冤魂枉
鬼 。儒法两道 ，不过在 “刑不上大夫 ”
和诛灭九族之间徘徊 。视民如草芥 ，
如蝼蚁 。直至近代 ，还有著名的杨乃
武与小 白菜的奇案 ，都是这种非人性
的司法制度的产物 。

百年以还 ，法制的变迁 ，还是可
以用一个著名的故事来解释 。在电影
《秋菊打官司》中 ，一个普通的农妇 ，
为了一件小事 ，可以请律师为其辩
护 ，可以不服一审法官的判决 ，最终
告倒了村长 。应 当说 ，这虽是演绎 ，却
也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折射 。

依法治国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始终强调的立国方略。在此期间 ，我
国 有 37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
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
法规和 3万多件行政法规章相继产生 ，这构成

了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框架 ，使我国
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
法可依 。

官 贵 民 贱 是 千 百 年 来 人 们 根 深 蒂 固 的 观
念。1989年 ，全国 人大常委会颁布了行政诉讼法 ，确
立了 “民告官 ”的法律制度 。公民 、
法人和其他组 织 认为行政机关和
行政机关 工作人 员 的具体行政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诉讼 。

一位法律工作者感言 ，改革开
放 20余年的发展史 ，从某个角度说
是一部依法治国 、民主法治思想深
入人心的历程。人们欣喜地看到 ，几
年前遇事还处处找 “红头文件”的人
们 ，今天即使为一元钱也要对簿公
堂。从 “法制”到 “法治”，一字之差 ，
道出的是从 “人治”到 “法治”的治国
方略的根本性转变。随着中 国 司法

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稳步 、有序的发展 ，中 国的司
法体制必然会走向先进与文明 。　（秦杰 ）

光 荣 与 梦 想
（ 上接一 版）第二次是 “文革”中 的三线

建设 ，国家又以上百亿的投入 ，使陕西航天工
业从无到有，电子工业充实发展为完整的体

系 ，机械 、轻工 、煤炭 、电力等行业也新建成了一批大
中型企业 。

第三次机遇是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如果说
前两次我们生逢其时 ，建成了今 日 陕西工业的基础
的话 ，在第三次被喻为 “新的革命”的改革中 ，我们囿
于观念的滞后 ，和地处内陆先天的不足 ，尽管取得过
长足进步 ，但总体上言显得行动迟缓 ，步履艰难。以
至于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与东部明显缩小的差距又被
拉大了 。

截至九十年代 ，全省国有企业数 1661个 ，大中
型工业企业 469个。应该看到由于深受计划经济影
响 ，这些国企呈现机制化、包袱重等特点。为此经历
了 1978年至 1993年以扩权让利 、利改税 、承包经营
责任制和股份制试点等多种形式为内容的改革前期

的探索阶段 ，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 ，以转换经
营机制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正方兴未艾。而省委 、省
政府出台的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两个 “决
定”后 ，通过改组 、联合 、兼并 、拍卖 、股份合作
等形式 ，使 70%以上小国企完成了改革 。

而今 ，党中央发出了 “开发西部”的伟大
号召 ，新世纪的最大机遇光临了 。深感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的陕西人 ，岂能坐失 良机 ！

三

在马克 思眼 中 ，人 的解放 占 有优先位
置。而陕西工业的发展无不与人的解放休戚
相关 。五十年代 ，翻身作主的工人阶级在共产
党领导下 ，建立了工会组织 ，打掉了 “封建地

头”，清算了 “霸王窑”的罪恶 ，以主人翁的姿态
投入到恢复 国 民经济和工业化建设中 ，涌现了
以赵梦桃、冯玉萍为代表的英雄 人物，正是千万

个职工舍 己为公 ，无私奉献 ，才使陕西工业在五六十年代
飞速发展 。

“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条件
下 ，为了探索发挥职工主动性 、创造性的模式 ，我省推行过
“满负荷工作法”、“责任价格控制法”，通过签订劳动合同 ，
改革用工制度皆收到过成效。但应看到漠视职工主人翁地
位 ，搞 “一言堂 ”者并不少见。广大职工创造了 巨大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国家和企业困难时 ，他们中一些人又以
下岗为社会承受着牺牲。各级党政工组织有义务有责任为
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

四

站在新世纪门槛内 ，回眸陕西现代工业的发展历程以
及工人阶级的奋斗业绩 ，不由 令人感慨万千。与国 内先发
展地区相比差距是显而易见 ，但在 50年中创建的门类齐全

的工业体系并拥有一支较高科技素质的职工队伍 ，
无疑是我们这块古老土地上最可宝贵的财富 ，也是
三秦在新世纪内实现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 。

“愿乞画家新意匠 ，只研朱墨作春山”。借助西
部大开发的千载良机 ，作为西部开发桥头堡的陕西
已绘出了宏伟的蓝图 。随着全省南北铁路大干线的
贯通 ，高等级公路 “米”字型交通骨架确定 ，可以预
期 ，以陕北煤 、气 、油三大资源开发 ，将建成全国重
要的能源基地 ，陕南农林 、矿产的大规模开发 ，也将
形成规模 ；而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将成为我国西部
的 “硅谷”，新材料 、电子信息 、机电一体化、生物工
程与新医药 、环保产业的大力发展将形成新的增长
点和产业群 ；由 此 ，在新世纪由关中 、陕南 、陕北协
调发展优势互补形成三大经济区域 ，将会使陕西经
济全面起飞 。

在中华民族发祥地陕西，50年间工人阶级用它
的辛勤汗水改变了一穷二 白 的面貌 ，在新世纪中 ，
也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祖先的辉煌 。

本报记者　郝振宇　题头 照 片　贾 莉　摄

（ 上接 一 版 ）　我省工
会系统广泛开展的与困难职

工 “交友谈心帮扶”活动 （以下简称 “交朋
友”），是密切干群关系的好办法 ，是我们贯
彻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
实践 。交朋友活动的最终 目 的是了解职工的
真实思想和职工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 ，提出
帮助困难职工摆脱困境的建议和对策 ，并尽
工会所能 ，尽力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特困
职工。要把交朋友活动与我们坚持多年的送
温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努力为困难职工办
实事 、办好事。要继续扩大交朋友活动的开
展范围 ，并推广到各界各阶层 ，以借助全社
会的力量 。

加快新建企事业工会组建步伐 ，最大限度
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是今后一段时期工
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哪里有职工 ，哪里就要建
立工会 ，这是保障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推动
建 立稳定协调 的劳动关 系 的基础和前提条
件。要努力取得同级党委对建会工作的高度重

视 ，发扬创新精神 ，使新建工会在组织体制、工
作机制、活动方式、职责履行等方面适应新情
况和新形势。同时 ，要加强原有企事业工会的
组织建设 ，防止会员流失的现象发生 。

平等协商 、集体合同制度和职工代表大
会制度 ，是工会调整企业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的两大法宝 。抓好两个制度的建设 ，
促进企业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
关键要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 ，要把民意体现
在企业的管理制度之中 ，贯串于企业的决策
过程之中 。要继续推进厂务公开活动的深入
开展 ，拓宽民主管理工作的新领域 ，把职代会
的各项职权落在实处 。要处理协调好职代会
与股代会 、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关系 ，推动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

工会带领职工为实现 “十五”目 标作贡
献 ，应 当把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
中心任务 。要积极开展 以 “经济技术创新工

程”为主要载体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要以
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 ，最大限度地吸引广
大职工参与为基础 ，把增强企业科技开发能
力 、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主攻
方向 ，把解决企业发展难点 、实现扭亏增盈作
为重点 ，围绕创新技术 、加强管理 、提高质量 、
增进效益 、搞好服务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
活动 ，动员和组织职工立足本职 、学赶先进 、
争创一流 、为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 。

我们的力量蕴藏在职工群众之中 ，我们
的智慧聚积在职工群众之中 。只要我们加强
理论学习和现代知识学习 ，转变工作作风 ，
积极推进工会工作的群众化、民主化、法制
化建设 ，把工会真正建成职工群众信赖的

“职工之家”，我们一定能担负起新时代赋
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新纪元的史册上一
定会写下我们辉煌的一笔 。

2001年 1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