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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是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实现土地
政策的一项战略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进行的一场群众性的革
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牟平县先后进行了两次减租减息运
动，全面抗战胜利后，再次进行减租减息，同时全面深化土地改
革，推翻了地主阶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和土地
改革运动，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

1941年1月，牟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3月，牟平南部
第八、九、十区全部和六、七区南部划归新成立的牟海县
（1945年1月改称乳山县），牟平调整为8个区。新区划定后，
成立了除八区（县城驻地）外的7个区公所，全由共产党员担
任区长，接着开始改造乡、村政权，成立了各级群众抗日救国
组织。从此，牟平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至1941年7月，根据
地有8个区、63个乡、815个村，辖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57.1%，根据地人口1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1.3%。

其时，抗战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日军与驻牟平的国民
党顽固派得知我主力部队已撤走，向我根据地发起猖狂进
攻。至 1941 年底，根据地面积缩小到只占全县面积的
38.7%。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
牟平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
指示》精神，一边领导根据地人民针锋相对地反“扫荡”，一边
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拉开了牟平县土地改
革运动的序幕。

抗战初期，牟平县共有89万亩土地，约40万人口。占总
人口23%的近10万名贫雇农，只有8万余亩土地，占总耕地的
9.5%，人均只有0.84亩地；而只占总人口3%的13000个地主，
却拥有88000余亩土地，接近总耕地的10%，人均占有6.55亩
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为贫雇农的8倍。在一些土地集中的
村庄，两极分化的情况更为严重。地主利用手中的土地和政
治特权，高额出租土地，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而贫苦农民只
能靠租种土地或给地主扛活来维持生活，往往是辛辛苦苦干
了一年，仍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
恶霸除了出租土地外，大都放高利贷。高利贷计息最高者月
息3分，苛刻者先扣下利息，穷人一旦借贷，就很难将债务还
清。有些地主恶霸“私立公堂暗设牢，差兵差役乱捉人”。柳
林夼村的一个债户，因交不上利息被捉走坐了私牢，受尽各种
酷刑后，暴尸荒郊野外。贫困农民交不上地租要借贷，还不上
借贷要交出命，而地主恶霸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为了积极稳妥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工工资工作，县
委成立了“双减”工作团，于1942年10月1日至20日，在四区
和五区的13个行政村进行试点。工作团分成13个小组，深
入到村，认真宣传落实山东省战工会于1942年5月15日公布
的《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
《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有关精神，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
和反恶霸斗争。试点村很快形成群众运动。据统计，13个村
参加斗争的群众达3000余人，涌现出积极分子455名，新发展
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种会员406名。

取得试点经验后，从10月28日开始，工作团首先在一至
五区（当时根据地只剩下五个区），以6天的时间，集中突击完
成雇工的增资工作。县委根据不同地区的工资基础，制定了
不同的工资标准。五区最高，工资标准（折粮）为一年1000
斤，四区为一年900斤，三区为一年800—850斤。增资工作结
束后，工作团开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正在此时，敌人又开始了冬季大“扫荡”。在全县取得反
“扫荡”胜利后，“双减”工作重新开始。县委在前段四区、五区
13个村试点的基础上，再次确定第五区为减租工作中心区，
每个区都选择一个村为“减租”工作中心村。1943年1月，减
租工作在五区和各区的试点村同时进行，至2月份试点结
束。仅五区就有5253.9亩土地减了租，共减去租子（折粮）
55434.9斤。五区和各区试点村取得减租经验后，向全县推
广，至年底，减租工作全部结束。完成了减租工作，又进行减
息运动，因春节将临，定名为“年关减息”。县委确定观水为减
息中心村，由县工作队的5人负责指导开展工作。同时，各区
也都确定一个中心村，由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3至5人组成
减息工作组，进村帮助工作。据6个试点中心村统计，借债的
211户，放债的186户，共放债11108.75元。经过年关减息，
本利停付的326元，停利还本的531.4元，利息不超过一倍的
按分半计息，减息811元，以后按分半计息的9154元。依照
试点村的做法，全县的减息工作全面铺开后没遇到大的阻力，
很快得以完成。

1944年，我军开展秋季攻势，解放了牟平中部和北部的
300多个村庄。县委、县政府根据新区人民的要求，于9月开
展了第二次减租减息斗争。这次减租减息，根据各区的实际
情况，确定了不同任务。昆阳、金牛山等老区，主要是以查减
和增加雇工奖励为主，檠山、岿山、昆西、芦山、桂山、莱山等新
区以减租和增资为主。

此次减租减息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增资方面：全县
421个村增加雇工奖励和工资，使雇工的收入有了很大提
高。据213个村统计，共有各种雇工2858名，增资、奖励前工
资总额为（折粮）1262261斤，每人平均442斤。增资奖励后
工资总额为2732104斤，每人平均956斤。减租方面：在查减
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实施减租、退租、订立租约和改换租约。
原来没有租约的全部订立租约，租约时间短的延长租期。新
立租约有效期最短的4年，最长的10年，一般的5年。改换租
约最长的12年，一般的7年。县委选择冶头、王格庄、高陵、
蛤堆后、大窑、范家庄等11个村为减租基点村，重点突破，带

动全面。据以上11个基点村统计，共有租户963户，租种土
地4470亩，原租粮为404286斤，减去租子201104斤，减后租
额为原租额的50.3%。减租后又订立了租约。

两次减租减息运动，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群众
的阶级觉悟、思想觉悟和劳动积极性。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
有了很大发展，新成立了12个分区委、300余个党支部，发展
党员5000余名，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也得到了较
快发展，共产党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得到全县人民的支持和
拥护。青壮年们纷纷放下锄头参加抗日队伍，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后的减租减息运动

1945年8月17日，随着驻守牟平城的日伪军夜间弃城出
逃，牟平全境解放。抗战胜利后，牟平县委、县政府遵照中共
山东分局和胶东区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在没有减租减息的
新解放区和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半老解放区，迅速开展减租减
息运动，在减租减息已结束的老解放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开展复查工作，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的指示精神，领导全
县人民，自1945年10月起，再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次减
租减息运动，根据南、中、北部解放时间不一、基础不同的实
际，分三类地区进行。

南部老解放区共有167个村，他们先后在1942年、1944
年开展过两次减租减息运动。这一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
行“双查”，即查前两次减租减息有没有遗漏，有没有反弹，通
过“双查”巩固减租减息成果。据统计，这次老解放区开展斗
争487次，其中反恶霸反贪污331次，减租减息25次，查出根
本未减租的2户，明减暗不减的5户，抽地毁约的4户，未立约
的 1 户，未退租的 9 户。清算出本币 5064451 元、粮食
2290875斤、土地6189亩、山岚1878亩、房屋209间、牲口80
头，还有猪、羊、木板等物品。

中部半老解放区（檠山、岿山、昆西、芦山、莱山全部及桂
山、奇山、峧山南部），已于1944年开展过一次减租减息运
动。这个地区的北部常受到敌人的骚扰威胁，影响了运动的
平衡发展。因此，在此类地区按各村实际情况分别开展查减
和减租减息工作。据统计，半老解放区共178个村，开展各种
斗争498次，其中反恶霸反贪污304次，减租减息66次，其他
128次。查出上次“双减”未减租的5户，退约的11户，未立
约的38户，假典假卖的11户，抽地毁约的27户，明减暗不减
的49户，清算出本币9099303元、粮食273889斤、土地7078.4
亩，还有山岚、房屋等。在这次减租减息运动中，有些农民的
成分发生了改变，如棘子埠、棉花洲两个村，有5户富农下降
为中农，有44户贫农上升为中农。

北部新解放区（崔山、城厢全部及桂山、奇山、峧山北部），
在1945年8月前，一直处于敌伪统治之下，封建势力顽固，群
众思想落后，开展群众斗争阻力较大。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各
级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工作。一是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
城厢区、崔山区等地发动群众，地委也组织工作队进驻城厢区
帮助工作，并从南部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帮助开展工作。二是
采取宣讲和召开忆苦大会等形式向群众进行时局教育和阶级
教育，使群众消除变天思想和伪化思想，解除顾虑，增强其对
封建势力斗争的信心。三是采取现场教、学、做合一的办法为
各村培训一批运动骨干力量。四是各区首先抓好典型村的斗
争，然后组织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典型村参观，使群众斗争
迅速地由点到面全面展开。新解放区216个村，发动斗争的
有 196 个村，占总数的 90.7%。开展斗争 475 次（不含城厢
区），其中反贪污反恶霸 245 次，减租 78 次，清算出本币
2078305元、粮食232324.5斤、土地1067亩、房屋201间，还有
牲畜及车、船等各种物品。据崔山区统计，有5户地主下降为
富农，有35户富农下降为中农，15户富农下降为贫农，有118
户贫农上升为中农，有215户赤农上升为贫农或中农。

此次减租减息运动历时9个月，至1946年 6月基本结
束。由于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开展时间长，清算出大量的本
币、粮食、土地以及房屋、山岚、牲畜、农具等，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改善了农民生活，巩固了民
主政权。但是，由于个别县、区、村干部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到
位，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有的村的反恶霸反贪污活动
冲击了“双减”工作；有的村斗争目标不明确，出现了乱批乱斗
现象，部分中农、贫农、教员和一些抗工烈属、村干部、革命同
情者和秘密工作的掩护者受到批斗，造成不良影响；还有的村
没能把富农、资本家与地主、恶霸区别对待，只打不拉，斗争方
式过激，激化了阶级矛盾。这些问题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都一
一得到纠正。

土地改革和复查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
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
策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强调指出：“各级党
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
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极大的
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
史任务。”

牟平县委、县政府深刻理解这一指示的重大意义，也深知
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以前的减租
减息运动中，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对地主阶级实行
的是适当让步政策，并没有完全改变农村的土地关系，农村仍
普遍存在租佃和雇佣等剥削关系，大多数贫苦农民仍依靠租

种土地和打长工维持生计。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上
升为主要矛盾，农民获得土地、彻底摆脱封建剥削的愿望越来
越强烈，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已成为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当时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全面内战尚未
爆发，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内战的斗
争，《五四指示》并没有提出无偿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
农民，而是要求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外，主要通
过清算、减租及献田等方式，让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中
央还提出，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与对待大地主、土豪劣绅、
恶霸应有所区别；要团结中农，决不可侵犯他们的利益；在运
动中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那些曾与我们合作的开明绅
士和中小地主，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

为了审慎准确地执行中央的政策，1946年7月28日，县
委书记于清波亲自率队到峧山区南堠子夼村进行土地改革试
点。进村后，工作队对该村的自然条件、阶级关系、经济结构、
土地占有、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等，作出了全面的调查分
析。在此基础上，工作队与村干部密切配合，积极宣传党的土
地改革指示和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发
动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接着，工作队按照党的土改
指示和政策，鉴定了全村的阶级成分，采取清算、献田、仲裁三
种形式，取得了地主和部分富农的土地，结合以前的斗争果
实，按该村的人均土地数，把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在全县率
先结束了土地改革工作。

取得试点经验后，牟平县委又集中力量抓好县、区、村三
级干部培训。县委于1946年8月4日，召开了为期15天的县
委扩大会议，县、区两级党、政、军、群众干部和县党训班全体
干部共388人参加会议。10月中旬，各区分别举办了土改学
习班，全县共有4285名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学期4至6
天。大规模的培训活动使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迅速提高了觉
悟，增强了政策观念和水平，较好地理解了“五四指示”精神实
质，掌握了运动的对象、策略和方法，为土改运动健康发展准
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1946年10月20日，县委召开各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对全
县土改工作的时间、方法等做了详细部署，要求各区在11月
15日前全面结束土改运动。10月26日，县委再次向全县发
出《紧要通知》，要求区、村干部“跳出机械的阶段论和教条主
义圈子”，转变缩手缩脚的工作作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迅速
开创土改运动新局面。

各区根据县委会议和《紧要通知》精神，各自选择有代表
性的村庄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并迅速由点到面，在全县掀起一
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按进行群众教育、鉴定阶
级成分、取得土地、分配土地四步进行。至1946年11月中
旬，历时4个月的全县土改运动结束，共没收地主土地3.23万
亩，全部分给了无田少地的贫雇农。

194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目前贯彻
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提出前段土改“不彻
底、不全面”，存在“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不公平与脱离群众的富
农路线倾向（如少数人多分地或分好地）”，将土改中的某些缺
点夸大为“富农路线”，要求“继续贯彻土地改革和消灭空白地
区”。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县委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又开展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复查自1947年4月开始，
以3个月的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修正干部的“富农路
线”；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土地复查，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斗争
地主恶霸，清算土地。全县共斗争地主220户、富农680户、中
农28户。

7月7日至年底为“挖浮财”阶段。中共华东局于1947年
7月7日发布《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要求对地主的所有
财产进行完全清算，依靠农会、贫农小组、工作组进行土改，从
根本上否定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贯彻这一指示，全县的
土改复查运动由前期的比较平稳，急剧地走向极左。大多数
村庄重新改造了农会，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多数村干部被排斥
在新的权力机构之外。新的农会和贫雇农小组成了农村的最
高权力机构，自此土改复查运动完全失控，农村陷入狂热的挖
浮财运动中，没收地主、富农的所有财产，并将其逐出家门，同
时清查检举地主分散隐藏的财产。村村斗地主，人人挖浮财，
正常的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冲击。在挖浮财前，各村都自立章
程，重新划分了阶级成分，致使许多中农被划成地主、富农而
受到清算。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后期全县出现了乱斗、乱打、
乱杀现象，被斗的对象中还有部分中农、贫农和党员干部。特
别是1947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时，不少村对管制对
象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极端形式。11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
发出《关于暂停土改和禁止乱打乱杀的指示》，全县的乱打乱
杀现象随之得到纠正。这次土改复查，全县共复查出土地
18921.24亩、房屋5884间、山岚55574亩、粮食186451斤、本
币31095201元、其他物资折币69212542元。这些果实主要
分给了全县15332户贫雇农和少数生活差的中农，有1415户
无房住的赤贫户解决了住房问题，有9562户雇农分得了土
地，有3335户赤贫户脱了贫，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运动，尽管在后期的复查中走过一段弯路，但总
体上看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其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
削制度，改变了农村土地关系，广大贫苦农民过上了有地种、
有饭吃、有衣穿的新生活，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土改运动又极
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
的开展。据统计，在土改期间，全县新建农村党支部51个，发
展党员1128名，有2074人参加了支前子弟兵团，1464人参
加了民兵组织，4952名农民参加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
群众组织，并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大参军的热潮。1946年12
月，6930名青年报名参军，2022名被批准入伍；1947年7月，
2830名青年报名参军，1838名被批准入伍。1947年，涌现出
劳动模范14人，拥军优属立功者1245人。

为帝王、宰相、史书题联作评并非易事。中国封建帝王
总共四百多人，然而女皇只有武则天一个。中国封建王朝
的宰相有一千多人，但功显而过著的权相当属清末的李鸿
章。中国史书无数，但《廿四史》最负盛名和权威。这一帝
一相一史，历来争议颇大，史学家都莫衷一是，来自招远的
中国作协会员张万和在深思熟虑之下为之撰联作评，抒发
了他对这一帝一相一史的不同情感。

谒乾陵观“无字碑”悼武皇联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得到普遍承认和众人皆知的
女皇帝。她主政大唐与武周近半个世纪，人们对她的评价
毁誉参半。史家有“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之
颂，社会有“巾帼精英，一代天骄”之赞，唐书有“牝鸡司晨”
之诽，理学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之谤，生前评
价难定论，死后“盖棺”论无定，“无字碑”便是留给后人的不
评之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万和初登“夫妻皇帝陵”——陕
西乾陵，拜谒后写下《无字碑，任评说》一文，同时撰写《题乾
陵无字碑》一联。曰：

千古一帝，巾帼不让须眉，是非功过任人评，无字碑无
语对冷月；

两皇同冢，宝舆自生风华，荣辱炎凉凭谁说？有志者有
意诉斜阳。

该联抓住“千古一帝”“两皇同冢”和“无字碑”三个特定
史实，将“是非功过”“荣辱炎凉”的终定权，赋予“冷月”与

“斜阳”，以似无结论的方式，实际性地肯定了这位集帝、后
于一身的女皇的圣明英聪，足见作者独具匠心。

其实，武则天有过自我评价。她曾自造文字将本名改
为“武瞾”。“瞾”（原字上半部分为“日月”，并非“目目”。由
于人们不敢直书皇帝名讳，即为了避讳，所以把上部的“日
月”写作“目目”）字的“日月当空”就隐蕴其执政的辉煌，只
是她不便明言，最终寄托无字碑而已。有人分析武则天的
本意是宣扬其功德无量，事实上，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
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应由后人去评论。张万和所
作的楹联恰好契合了这一点。

观李府哀挽李鸿章联

本世纪初，张万和偶至合肥，意
外发现李鸿章故居“李府”在此，遂
前往参观，并对这位背负“中兴之
臣”和“千古罪人”两种评价的权臣
进行了深入地了解，写下了《观李
府，说鸿章》一文，并撰《哀挽李鸿
章》一联作评。

史学家们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
一。其实，他的人生很辉煌也很悲
剧。他正赶上腐朽清廷当朝，面对垂
帘听政、专制独裁的慈禧，虽然官至一
品宰相，却天生愚忠奴性，甘做大清的

“裱糊匠”，内政上化作鹰犬屠夫屠民，
外交上卖国求荣乞和乞降，最终落得

“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之骂名
和“宰相合肥天下瘦”之污誉。清廷认
为他是“中兴之臣”，慈禧说他是“再造
玄黄之人”，而国人则几乎一边倒地称
之为“妥协投降卖国贼”。

即使是李鸿章本人，也难言诠
辩。其归阴前的遗诗自诉：“劳劳车
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
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
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
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末路曾
仰天长叹：“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
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
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
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
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
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
迫，无可如何。”这位大清权相，代表
清政府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垂死
前还忍辱负重谈判签约，最终悲泪滚
绝，泣天而亡在岗位上。

李鸿章是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和
军事将领，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他曾缔造和统帅淮
军，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中厥功至伟。他力主倡建近
代海军，缔造北洋水师，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兴
办诸多近代实业，招商引资，师夷长技以制夷，于国于民建
树不朽功绩。但他自缚腐朽清廷战车而殉葬，铸就心有不
甘的人生悲凉。

鉴于此，张万和对其功显而过著的人生，一改往昔“一
边倒”全否的舆情定评，坚持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功过，剖析
主客观原因，罪错不予勾销，功绩不加埋没，撰一长联哀挽
之，以秉伦鉴公正而还历史本真。联曰：

天绝之才当称雄，合肥进士功自高：统淮军，建水师，办
洋务，行招商，有志富国强军，曾尝酸甜苦辣，历经雨雪风
霜，尘封业绩辉难掩；

败军之将休言勇，大清重臣运偏消：撑覆厦，走麦城，缔
降约，失银地，无力回天守疆，但遗功过是非，背负荣辱廉
耻，卷开青史天可鉴。

读《廿四史》题撰一诗一联

昔读《廿四史》，常掩卷自思，其亦真亦假，半是半非，盖
因立场、利益和见解之不同而已。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史书
都是按照胜利者的旨意写成的。

但对于史书的阅读研究，对于历史经验的汲取借鉴，必
须采取崭新的立场进行独立思考，以批判的眼光肯定与否
定，以科学的态度继承与发扬，绝不能一味盲从。

鉴于此，张万和特撰一诗一联抒怀。其诗为《读史》，云：
政坛舞台走马频，色龙多变戏法新。
小丑跳梁骑奇马，大奸似忠伪为人。
琴瑟琵琶奏神曲，魑魅魍魉抖雷音。
此景不啻天上有，且看紫陌扬红尘。
其联为《读史有感》，曰：
曲笔歪书，都是胜者旨意，虚实真假鼓唇舌，伪史悖论

成经典，但闻盗跖庄屩流誉，玄武门血腥荣光，靖难焚宫圣
明，廿四史迷倒多少过客；

锐目穿甲，全凭智者慧灵，是非正邪拨乱正，真理正义
祛烟云，方知陈胜吴广英雄，西太后垂帘无耻，太平革命轰
烈，亿万众横扫无量尘埃。

该联对古代奴隶起义领袖盗跖与庄屩、农民起义领袖
陈胜与吴广和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大唐玄武门之变、大明叔
侄夺位靖难之役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等重大历史事件或人
物，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联独有见地，别树一帜，值得
借鉴。

牟平县的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
□曲延科

楹
联
中
的
功
过
是
非

□
于
学
一

湾
河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村
民
在
宣
传
土
改
政
策
。

五区在丈量土地五区在丈量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