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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苟永贵（1907—1940），男，汉
族，宁夏彭阳县孟塬乡人。

1935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苟永贵听到红军
买卖公平、体恤穷人、斗争地主的
消息，心中便燃起了热切的向往。
时隔一年，西征红军来到苟永贵的
家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扩建革命
根据地，唤醒民众，掀起抗日救亡
运动。苟永贵亲眼看到红军打土
豪，分田地，发动穷苦乡亲翻身闹
革命的热烈场面，尤其是红军宣传
一致抗日、救民救国的革命道理，
使他备受鼓舞。现实的改变，革命
思想的熏陶，使他深深地体会到，
只有共产党才是穷苦百姓的靠
山。从此，他怀着跟共产党走的坚
定决心，积极投身革命。

1937年 1月，红军地方工作队
在孟塬何家岘组建了抗敌后援会，
苟永贵与穷苦乡亲一同热情帮助
红军做地方工作，积极宣传抗日，
组织群众募捐支前，中共草庙区委
认为苟永贵革命积极性高，秉性耿
直，办事公道，忠实可靠，秘密接收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苟永贵入党
后，激动不已，革命热情倍增。他
和中共何家岘地下支部书记王富周
一起积极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暗中
将史秉义、杨占仓等五人介绍入
党，使党的地下工作在何家岘一带
秘密开展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开往前
线。国民党张廷杰自卫队盘踞环县
车道、毛井一带，卢业广自卫队据守

小岔、冯庄等地，他们改变了伪善态
度，开始注意并搜捕后援会的人员，
瓦解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伺机
反扑。同年冬季的一天，苟永贵接到
区委通知，让他夜里前往镇原县马渠
乡高家塬头高占仓家开会。因泄密，
被卢业广的自卫队探知，卢即派人奔
赴高家塬头抓捕，党组织察觉后，来
不及改变开会日期。对此，苟永贵全
然不知，到开会地点后，他发觉情况
异常，欲脱身转移，但为时已晚，不幸
被捕。自卫队的人得意忘形，对苟永贵
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连夜拉到孟塬
乡雅石岔惠荣和家，等待天亮上解请
赏。苟永贵知事败露，便抱定了为党
和人民事业一死的决心，面对自卫队
的残暴，缄口不语，横眉冷对。夜间，
惠家兄弟出于同情，待自卫队的人睡
熟后，偷偷将苟永贵放走。他们估计
苟永贵已跑远，假装惊叫：“苟永贵跑
啦！”自卫队的人突然听到喊声，待从
梦中惊醒，已人走窑空，便将惠家兄
弟打骂一通，只好作罢。苟永贵逃出
后，藏到他家庄前沟中的窨子里。生
死攸关之时，在窨子的墙上还写了一
首打油诗，表明了他坚定的革命信
念：“窨子好比神仙洞，个个来人都藏
命，杀了苟永贵，还有后来人。”

苟永贵脱离虎口后，深知当地
不能久留，撇下妻儿老小，进入三岔
解放区，被中共三岔区委任命为第三
乡乡长。这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解放
区的围攻、封锁，经济十分困难。因
此，党组织抽调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
参加经济工作，苟永贵被调任三岔区

粮库主任，兼任三岔区委委员。
1940 年前后，国民党杨德亮

部队进攻解放区。卢建祥（卢业
广之子）自卫队乘机反扑边区，挖

“红”根，断“红”苗，制造反革命白
色恐怖。党组织为保护党的骨
干，分批转移在国统区已暴露身
份的地下党员赴延安培训学习，
以避锋芒。本年冬，苟永贵前往
延安学习前，回家探亲，在与乡亲
交谈中，偶然听到驻扎在庙湾的
曲子县三岔区第二乡农民自卫军
中，一部分人受国民党民团团总
白玉堂和张廷杰自卫队反共煽动
的影响，情绪低落，有哗变的可
能。他本来可一走了之，但作为
区委的领导人，他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
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前往庙湾协
助樊富银副营长检查整顿自卫
队。当夜，密谋叛变的自卫军队
长张克玺、白治武等 11人，发觉事
将败露，提前行动，包围了区委，
杀害了樊营长，绑架了苟永贵和
区文教助理员何进明、建设助理
员石有光、二乡乡长虎殿之，欲作
投敌献功的见面礼。叛变的自卫
军在出逃投敌的路上，各人意见
不一，有的主张去投卢建祥，有的
坚持要投降张廷杰，还有的嚷着
要去固原干大事。苟永贵走在
最后，一位姓白的看押队员良心
尚未泯灭，趁别人不注意，推了
苟永贵一把说：“我放你跑，投了
张廷杰和卢建祥你就不得活了。”

来不及去解开绳索，就将苟永贵
放掉。黑夜中，张克玺等人并未
发觉。白某见他已跑远，有意大
声喊叫：“苟永贵找不着啦！”边喊
边追。张克玺见状，即派白治武、
白怀礼二人追寻。二人接到命
令，手持凶械，紧追不放。这天夜
里，天下了一场小雪，苟永贵赤脚
跑过的脚印，正好给叛兵寻找留
下了线索，第二天上午，苟永贵跑
到小岔乡耳城村佛道岔羊草坡
时，由于坡陡路滑，不慎滑倒，滚
下山脚的水壕中，因双手反绑，一
时不能起立，延误了逃脱的时机，
被白怀礼二人追上。苟永贵面对穷
凶极恶的敌人，大义凛然，痛斥他
们叛变的可耻行径。恼羞成怒的
白氏二人用马刀和长矛在苟永贵
的身上乱砍乱戳，白怀礼残忍地
向苟永贵的头部砍去一刀，苟永贵
额头一大片皮肉被削落，下垂盖
住了双眼，血流满面，惨不忍睹。
但苟永贵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仍
骂声不绝。最后，白治武用长矛
刺准苟的咽喉，苟永贵全身受伤
11 处，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
年仅 33岁。

苟永贵牺牲后，被抛尸野外。当
地一张姓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夜间
偷偷地将苟永贵的遗体掩埋。20多天
后，家人经陈姓亲戚转告，始得噩耗，
几经周折，才将其遗体搬回安葬。

1960 年苟永贵被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英勇无畏的革命烈士——苟永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在各
抗日根据地逐渐开启了一种全新样
式的民主政治探索，陕甘宁边区参议
会便是创立最早、形态最完备、最具典
型性的民主制度。1939年 1月 17日
至2月4日、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1944年 12月 4日至 19日、1946年 4月
2日至 27日，陕甘宁边区先后召开了
第一届、第二届第一次、第二届第二
次、第三届参议会共 4次大会，为边区
各社会阶层、党派团体以及少数民族
进行合法政治参与，反映各自利益诉
求和表达各种政见提供了重要渠道，
还成为其他根据地政权建设学习和
效法的样板。

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权
体制的基本框架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探索形成了
兼具民意表达与权力运行的民主政
治模式，不仅为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提
供了制度保障，更开辟了一条立足中
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在组织架
构、政权建设、议程设置上搭建了新
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组织架构方面形成了以边区、
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完整
民意机关体系。1939年通过的《陕甘
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要
建立完善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为

“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其职权
包括立法、选举政府成员、审议财政
预决算等。1941年 11月修正通过的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
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
之人民代表机关”。1946年 4月，边

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
宪法原则》，首次在法理上规定边区、
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
民管理政权机关”，形成乡级直选产
生基层政权、县级整合区域利益、边
区级统筹立法决策，构成新民主主义
政权建设的民主闭环。

明确政权建设“三三制”原则。
1940年 3月，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政
治和团结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因
时因势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共
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
派各占三分之一）。在实行这一政
策后，第二届参议会的党派成分发
生很大变化。1941年 11月，第二届
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议员 219人，
共产党员 123人，国民党员 24人，救
国会派 1 人，居住边区的东方民族
（日、韩、印度、荷印）及少数民族代
表 10人，其他非党人士 61人。“三三
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极大地利于反
映边区各阶层人民的诉求，提高政
权的民意凝聚力。

议程设置上，参议会以民主集
中制为原则，涵盖政府工作报告审
议、法规制定、提案讨论、选举等环
节。提案数量多、质量高、涉及面
广，反映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切实需
求。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对提案
办理工作也认真负责，毛泽东等领
导人还亲临参议会发表重要讲话，
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风气。

边区治理成效的充分彰显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
在战时领导的重要民主政权组织形
式，其历史作用不仅体现在推动边区

建设与抗战胜利中，还在于为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和制度雏形。

首先，团结凝聚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增强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
的认同。边区参议会通过吸纳开明
士绅李鼎铭、安文钦、贺连城等，还
有少数民族人士马生福阿訇（回
族）、鲜维俊（回族）等，使得边区政
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开明士
绅及少数民族的加入不仅提高了边
区政权的号召力，还有效整合社会
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全民抗
战的强大合力。

其次，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成功推进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人
士提出各项议案积极为边区建设建言
献策，抗日民族政权的民主性和科学
性大大提高。参议会在社会治理过程
中，发动边区群众协商解决实际问题，
做到既议又决，并对工作和干部进行
检查监督，体现了践行群众路线、依靠
群众管理公共事务的价值取向。

再次，从战时民主到全国性民
主，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奠定了基石。一方面，参议会作
为民主试验田，其代议制民主、立法
与监督职能、民主集中制原则、多党
合作、群众路线等特质，直接被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所吸收并加以制度
化。1946年 4月参议会通过的《陕甘
宁边区宪法原则》，首次以立法的形
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另一
方面，党外民主人士凭借参议会，参
与到边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
形成由“共产党主导”和“多党派参

与”的政权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建立提供了借鉴。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积累的
经验

参议会在政权构成上严格执行
“三三制”，确保了重大决策的正确
方向。同时在议事规则方面确立

“民主集中制”，既保障议员“知无不
言”的议政权利，又通过“少数服从
多数”原则实现政治意志的统一，为
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坚实的
政治保障。边区参议会上，中国共
产党人充分发扬民主，但始终没有
放弃和动摇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领
导地位。这提供了中国式民主政治
的根本遵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
导，始终是人民民主最本质的特征
和最根本的保证。其二，始终坚持
人民当家作主，为民主政治建设提
供坚实的民意基础。边区参议会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
神，充分吸纳不同意见和建议，平等
友好地与不同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政
治协商，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权利。其三，始终坚持批评和
自我批评，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优
良作风保障。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
党的优良传统，在参议会上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发展完善的重要理念。其四，始
终坚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为全过
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历史经验。

（据《学习时报》）

沙家店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
次意义深远的战斗，曾有学者评价：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是解放战争时期
陕北战场的转折点，更是我西北野
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
折点。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当局对中
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实施“重
点进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最高
长官胡宗南命令所部精锐 23万人进
犯陕北，妄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首
脑机关。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重
点进攻”，我西北解放军采用运动
战，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先后取得青
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
并乘胜包围了塞上重镇榆林。

胡宗南见状，急命国民党整编
36 师组成“快速兵团”赶赴榆林救
应。国民党 36师是胡宗南的王牌，
其师长钟松是黄埔二期生，“最喜欢
擅自发挥”，曾鼓吹要“一战结束陕

北问题”。在受命援救榆林时，钟松
深知胡宗南身边潜伏有中共谍报人
员，于是他擅自改变行军路线，出长
城，沿着沙漠行军，从而避过了我西
北野战军主力的伏击区，快速抵达
榆林城南郊。

我军虽未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
引西北国民党军的战略目的。西北
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
摆出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势。胡宗南
果然上当，他认为共军正在“仓皇逃
窜”，命令各军要“迅猛追击”“勿失
千载良机”。国民党 36师经过长途
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
林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但第二天就
接到胡宗南“迅速南下”的命令。虽
然师长钟松认为部队非常疲累，建议
修整，但被拒绝。当时 36师苦无粮
食，只得临时向榆林的银行借钱买
粮。胡宗南答应立即从西安运来补
给。于是钟松把部队的运输队和辎

重队全部留在榆林等待补给，自己带
着师部直属部队和第 123旅、165旅
的四个团轻装追击。不过，辎重队只
是等来了一些大饼，而且由于天气炎
热，不少大饼还发了霉。幸亏钟松指
挥部队在镇川堡抢得了一部分老百
姓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粮食，才解了燃
眉之急。

见钟松孤军深入，彭德怀集中
了西北野战军 8个旅的部队，在沙家
店设伏，于 8月 18日发布了“以伏击
姿态歼灭该地 36师”的命令。

8月 18日上午，国民党 36师“前
梯队”123旅和我西北野战军 3纵交
火，打响沙家店战役第一枪。我军且
战且退，于黄昏时诱敌至乌龙铺北
山。这时，钟松发现沙家店附近有我
西北野战军主力，遂急令“前梯队”向
沙家店靠拢。但 123旅旅长刘子奇怕
部队深夜移动会遭到伏击，仅令一个
团先行驰援。这样，国民党 36师被

我军分割成两部分。
8月 20日拂晓，彭德怀下达了总

攻令。上午 10时，国民党“前梯队”
123 旅进至常家高山附近与我军激
战。刘子奇命令山炮营开炮，却发现
12门山炮中只有 3门还在军中，且炮
弹只有 40发，其他的山炮全部被留
在行军路上了。战至 14时，我军全
歼该敌，刘子奇也被我军俘虏。

20日午后，我参战部队在沙家
店向敌全线猛攻。战至 18时，我军
毙伤、俘虏敌 6017人，钟松与 165旅
旅长李日基化装逃走。

8 月 23 日，毛泽东到达西北野
战军指挥部驻地向指战员们祝贺胜
利，又在彭德怀陪同下，视察了战
场。视察后毛泽东说：沙家店这一
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
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
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经“过
坳”了。 （据人民政协网）

扭转西北战局的沙家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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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宁夏党组织的
主要活动情况

1945年 4月，三边地委根据
上级加强外部工作指示的精神和
宁夏人民被马鸿達苛政所迫逃到
三边避难者不断增多的情况，对
宁夏工作进行了检查讨论。在总
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以建
党为中心，走农村改线，深入下层
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同时
不放弃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
作”。以赵文献（地委常委、专署
保安处处长）、梁大均、何广宽三
人组成河东工作组，由赵文献任
组长，梁大均任副组长。工作组
下设余庄子和红井子两个据点，
分别由梁大均和何广宽负责（这
两个据点，以后升为两个工委：余
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副书记李健；
红井子工委，书记何广宽）。

1945年 12月和 1946年 2月，
地委对宁夏工作进行了两次检
查。半年多来，余庄子、红井子两
个据点和三段地的工作都发展很
快，并在 4 个党员的基础上发展
到 130 余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
装，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便于工作及领导，西北
局于 1947 年 1 月 17 日讨论了宁
（夏）绥（远）工作，决定将原来的
宁夏工委与伊盟工委合并为宁绥
工委，并以朱敏为书记，赵忠国为
副书记，日常生活仍与三边地委
一起，对外亦仍以三边地委统战
形式出现。三边地委在政治上及
干部等具体问题上，多次给宁绥
工委以帮助。

开展宁马（鸿逵）军队的工
作，是宁夏工作的中心。对马鸿逵
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他，其目的是让
他中立。这个方针，就是在他向我
们进攻时亦应坚持不变，因为我们
的自卫反击，也还是为了争取他。

关于党的组织，仍应继续发
展，在发展中去提高、去巩固。因
此，党员教育应加强，特别要教育
新党员为何工作及如何活动。至
于统战工作，应由广到深。对已
有的关系，工委应一个一个研究，
根据个人的情况布置工作，并利
用一切关系，广为交结，建立新的
关系。

扩大回汉支队（1947年 1月，
经西北局批准，将余庄子工委、红
井子工委和回民支队三支武装合
并成立回汉支队。三边地委确
定，这支地方武装在政治上属宁
绥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
区领导），培养宁夏本地干部，工
委应把回汉支队看成是自己的干
部训练队，连续不断地抽调与培
养其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宁夏去
工作。同时，回汉支队也应准备
将来到宁夏去活动，因此决定该
支队归工委领导（供给由三边
军分区统一筹划），并由赵忠国、
梁大均分任正副司令。

为了加强对宁夏工作的指
导，1948年8月 31日，西北局发出
通知：西北局决定以赵忠国、孙璞、
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
薛池云、王志强等八位同志为宁夏
工委委员，并以赵忠国为书记，孙璞
为第一副书记（孙璞同志盐池县委
书记兼县长原职仍保留名义，盐
池工作由副书记郭文举、副县长
聂秉和负责），梁大均为第二副
书记仍兼回汉支队政委。梁东岳
为回汉支队副政委。三边地委决
定将回汉支队队长刘思孝增加为
宁夏工委委员。

宁夏工委于9月21日至26日，
在盐池五区的唐平庄召开了全体
干部会议。三边地委书记、原宁
绥工委书记朱敏专门来参加。会
上，朱敏同志首先对义合会议和
吴旗会议（指三查）的极左思想做
了检讨，接着传达了西北局 8 月
31日的通知和地委9月5日会议的
决议。会议联系过去工作的实际
及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汇报和讨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
布置了今后的工作。

1949年 3月、工委扩大会议
检在了半年来的工作。这是一次
比较有准备的会议，会议中讨论
的问题较深刻。发言人事先都做
了准备，对几个重要问题，都有
中心发言人。建党与群众工作
由李健发言，宣传教育与统工作
由何广宽发言，外情工作和调查
工作由张广珍发言。会议认为，
这半年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
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自 1948
年 9月唐平庄会议，截至 1949年
2 月底，除三段地的情况尚未报
来外，已恢复外部的旧关系 100
人（内有党员 39 人，非党员 61

人）。经过训练，派出 12人（内有
党员 7人，非党员 5人）。在外部
共有新旧力量 173 人（内有党员
54人，非党员 119人）。

部分地方开始建立了党的小
组和群众工作据点。在党内，有
灵武县第八乡磁窑堡张子英的炭
工小组；金积县三乡间生明的农
民小组；金积县七乡鲁光宝的农
民小组；灵武县八乡三保李成福
的农民小组。群众工作据点，有
李成福领导的以庙会形式组织的
群众小组，灵武县十三乡王守礼等
四人；灵武县六乡王守忠（该乡民
政主任）、倪正（小学教员）郝汉杰
（保书记）、郭英（曾任过乡长）等
四人；大寨子张冠九（中学生，曾
任该地高小教员）等三人；贺兰县
水利局段长李生春等两人；叶盛
堡教育界人士冯俊和、李光成、
刘万福等；吴忠的李生荣（哥老会
成员，曾当过马鸿逹的便衣人员）
等四人；惠安堡的李全（摆小摊）
等三人各建立情报点。

自宁夏工委 1949 年 3 月召
开扩大会议后，五个多月，在这
段时间里，全国、西北的形势发
展很快。7 月下旬，彭总率西北
野战军向西北的军事重镇兰州
进军。这时，宁夏工委在盐池县
五区的西湾召开会议，检查了前
几个月的工作，并决定派梁大均
和冯浪等前往固原，随六十四军
协助工作；做好甜水堡中心区的
撤销工作，把工作分别移交给
盐、环各县；工委委员集中研究
宁夏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问题。西
北野战军于 1949年 7月间向西挺
进，追歼胡（宗南）、马（鸿達）。榆
林解放后，黄罗斌率领西北军区
的独一师和独二师收复三边后，
驻军下马关。三边的收复，预示
着宁夏解放的时间就不会太长
了。现在积极进行接管宁夏的
准备工作。

宁夏有回族、蒙古族等少数
民族，是过去民族斗争激烈的地
区之一，过去党在宁夏工作基础
薄弱，加之形势迅速发展，干部
不足，必须从老区抽调干部。这
些干部虽然在老区工作经验丰
富，但缺乏对新区的知识和工作
经验。故在宁夏解放之前，在组
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应有充分
的准备，充分研究干部思想，进
行新区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将
来才能有组织地、有秩序地进行
接管，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巩固
新生政权。

为此，对解放后的工作，研究
提出了对敌党政军机构及人员的
处理建议：宣布解散。特务分子
必须限期登记，并令其缴出一切
特务证件、文件、电台、武器及其
领导下的全部名单，首要特务分
子予以管训待处理。一般敌党员
可不必登记。这些工作统一由保
安机关执行，严禁滥捕。废除敌
币。一般税收照常征收，较明显
的苛捐杂税待查清后，再逐渐废
除其确属苛杂部分。坚决贯彻党
的少数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律平
等。对宁夏城及三盛公之外侨，
在其遵守法令的原则下，保护其
生命财产。如有特务间谍破坏行
为，必须依法惩办，但除现行犯
外，必须呈请上级核准后才能逮
捕。我们的工作人员，未经批准
不得随便接见外国人与发表言论
等。共十三条。

三 边 地 委 和 宁 夏 工 委 于
1949 年 9 月上旬，决定派韩效忠
去独一师黄罗斌处，准备任同心
县委书记。

9 月中旬，宁夏工委全体人
员由定边出发赴宁，并组织了四
个工作队（实际上是准备解放后
的四个县的领导班子）。第一队
是金积队，队长何广宽（县委书
记），副队长陈维光（县长）；第二
队是灵武队，队长李健（县委书
记），副队长冯茂（副县长兼吴忠
市长，县长丁子奇未到）；第三队
是中宁队，队长李子奇（县委书
记）；第四队是中卫队，队长杨正喜
（县委书记），县长准备由路思温
担任，因路思温在前线领导担架
队，随军工作而未能来。总的由
赵忠国、孙璞率领，经惠安堡、石
沟驿，于 9 月 19 日到达吴忠，与
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接头。23日
银川解放。24日，除四个队分赴
各县外，宁夏工委的全体人员进
入银川，从此结束了宁夏工委的
历史使命。

（据《宁夏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