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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錦
濤
同
志
最
近
指
出
，
歷
史
和
現
實
表
明
，

一
個
沒
有
艱
苦
奮
鬥
精
神
作
支
撐
的
民
族
是
難
以
自

立
自
強
的
；
一
個
沒
有
艱
苦
奮
鬥
精
神
作
支
撐
的
國

家
，
是
難
以
發
展
的
；
一
個
沒
有
艱
苦
奮
鬥
精
神
作

支
撐
的
政
黨
，
是
難
以
興
旺
發
達
的
。
在
全
面
建
設

小
康
社
會
，
加
快
推
進
社
會
主
義
觀
現
代
化
的
新
的

發
展
階
段
，
我
中
央
把
發
揚
艱
苦
奮
鬥
精
神
又
一
次

鮮
明
地
提
到
全
國
面
前
，
倡
導
貫
徹
落
實
科
學
發
展

觀
，
我
們
在
創
辦
襄
樊
市
楚
才
高
中
的
實
踐
中
體
會

到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的
必
要
性
，
要
﹁
使
勤
儉
節
約

在
全
社
會
蔚
然
成
風
氣
﹂
，
具
有
特
殊
的
重
要
意

義
。

一
、 

楚
才
高
中
創
辦
實
踐
，
體
現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傳
統
美
德

在
五○

○
○

年
文
明
發
展
的
歷
程
中
，
中
華
民

族
在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方
面
崇
尚
節
儉
，
反
對
奢
侈
，

積
累
了
豐
富
的
經
驗
。
在
︽
左
傳
︾
、
︽
禮
記
︾
等

大
量
傳
統
典
籍
中
，
都
有
合
乎
自
然
規
律
、
講
求
節

制
、
約
束
人
們
自
身
欲
望
的
規
範
。
這
種
規
範
是
中

華
民
族
長
期
以
來
與
自
然
共
存
、
保
護
資
源
的
價
值

觀
基
礎
，
與
現
代
觀
念
不
謀
而
合
，
值
得
弘
揚
和
繼

承
。
中
國
人
口
眾
多
、
災
害
頻
仍
，
人
民
群
眾
有
著

強
烈
的
節
儉
意
識
，
這
為
我
們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

提
供
了
重
要
精
神
基
礎
。

從
楚
才
高
中
的
創
辦
實
踐

談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的
必
要
性

胡
久
明



襄
樊
市
老
區
教
育
研
究
會
，
一
九
九
四
年
在

創
建
民
辦
楚
才
高
中
時
，
從
無
資
金
、
無
校
舍
、
無

設
備
的
﹁
三
無
﹂
白
手
起
家
，
依
靠
艱
苦
創
業
，
勤

儉
節
約
的
精
神
，
採
取
無
校
舍
租
用
市
工
會
幹
校
，

無
設
備
借
五
中
生
理
化
設
備
上
課
，
無
體
育
場
，
借

四
水
廳
藍
球
場
上
體
育
課
，
無
資
金
從
招
生
費
中

解
決
，
當
年
招
生
三
十
七
人
，
收
入
十
萬
元
，
專

職
校
長
一
人
，
工
作
人
員
一
人
，
聘
請
兼
職
教
師
八

人
，
本
著
勤
儉
節
約
原
則
，
採
取
以
收
定
支
措
施
，

體
現
勤
儉
辦
學
方
針
，
校
長
是
聘
請
湖
北
省
重
點
高

中─

襄
樊
四
中
的
老
校
長
熊
星
，
每
月
工
資
僅
三
百

元
，
工
作
人
員
的
工
資
二
百
元
，
這
既
是
體
現
艱
苦

奮
鬥
的
作
風
，
又
體
現
奉
獻
精
神
。
保
證
了
學
校
按

規
定
運
轉
。
使
學
校
得
到
很
大
的
發
展
。
現
在
校
學

生
已
達
到
三
十
一
個
班
，
一
五○

○

多
人
。
實
踐
體

現
了
中
華
民
族
崇
尚
勤
儉
的
傳
統
美
德
。
比
如
︽
左

傳
︾
曰
：
﹁
儉
，
德
之
共
也
，
侈
，
惡
之
大
也
。
﹂

︽
禮
記
︾
曰
：
﹁
國
奢
則
示
之
以
儉
，
國
儉
則
示

之
以
禮
。
﹂
史
學
家
司
馬
光
要
求
樹
立
﹁
清
白
相

承
﹂
的
家
風
，
培
養
﹁
以
儉
素
為
美
﹂
的
德
行
；
改

革
家
王
安
石
主
張
，
﹁
衣
不
求
華
，
食
不
厭
蔬
。
﹂

在
中
國
的
歷
史
長
河
中
，
凡
是
有
成
就
的
政
治
家
、

科
學
家
、
文
學
家
等
無
不
倡
導
和
身
體
力
行
儉
樸
的

生
活
，
唐
代
詩
人
李
商
隱
在
︽
詠
史
︾
中
總
結
的
：

﹁
歷
覽
前
賢
國
與
家
，
成
由
勤
儉
敗
由
奢
。
﹂

二
、 

楚
才
高
中
創
辦
實
踐
，
發
揚

了
中
國
勤
儉
的
優
良
作
風

中
國
共
產
黨
繼
承
和
發
揚
中
華
民
族
崇
尚
艱

苦
奮
鬥
，
勤
儉
節
約
的
傳
統
美
德
，
在
革
命
和
建
設

的
偉
大
實
踐
中
，
堅
持
艱
苦
奮
鬥
、
歷
行
節
約
的
作

風
，
將
﹁
艱
苦
奮
鬥
、
執
政
為
民
、
與
時
俱
進
、
開

拓
創
新
、
實
事
求
是
﹂
作
為
辦
學
方
針
。

現
在
，
時
代
前
進
了
，
經
濟
發
展
了
，
但
厲
行

勤
儉
節
約
作
風
，
艱
苦
奮
鬥
的
精
神
不
能
丟
。
我
們

在
創
建
楚
才
高
中
的
實
踐
中
體
會
到
黨
的
優
良
作
風

的
繼
承
和
發
揚
十
分
重
要
。
學
校
如
何
從
﹁
三
無
﹂

到
﹁
三
有
﹂
︵
有
自
己
的
校
舍
，
有
自
己
的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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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設
施
，
有
自
己
獨
立
的
校
園
︶
的
轉
變
中
，
必

須
依
靠
節
約
的
優
良
作
風
來
指
導
實
踐
。
我
們
以
鍥

而
不
捨
的
精
神
，
從
領
導
做
起
，
董
事
會
帶
領
全
校

師
生
員
工
，
發
揚
艱
苦
奮
鬥
，
勤
儉
節
約
，
雷
厲
風

行
，
一
抓
到
底
的
作
風
，
從
選
址
、
劃
撥
土
地
、
校

區
規
劃
，
籌
措
資
金
、
辦
理
各
種
手
續
、
挑
選
建
築

隊
伍
，
在
一
片
荒
沙
灘
上
進
行
建
校
。
從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動
工
至
二○

○
○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建
設

期
間
的
幾
百
個
日
日
夜
夜
裏
，
不
怕
嚴
寒
酷
暑
，
不

到
一
年
時
間
，
完
成
了
建
校
任
務
。
使
學
校
正
式
遷

入
新
校
舍
，
從
而
結
束
了
﹁
三
易
租
房
﹂
寄
人
籬
下

的
辦
學
歷
史
，
為
學
校
的
長
足
發
展
奠
定
了
基
礎
。

這
充
分
體
現
了
黨
的
優
良
作
風
，
對
現
時
工
作
指
導

的
深
遠
意
義
。
我
們
所
說
的
艱
苦
奮
鬥
包
含
著
物
質

和
精
神
兩
個
層
面
。
從
物
質
層
面
看
，
艱
苦
奮
鬥
要

求
人
們
的
生
活
消
費
必
須
節
制
在
合
理
的
限
度
內
，

與
社
會
的
生
產
力
水
平
相
適
應
，
它
所
提
倡
的
是
勤

儉
節
約
、
珍
惜
勞
動
創
造
的
物
質
財
富
，
是
崇
尚
節

約
的
生
活
作
風
的
具
體
體
現
。
從
精
神
方
面
看
，
艱

苦
奮
鬥
是
指
人
們
在
改
造
客
觀
世
界
的
活
動
中
，
為

達
到
目
標
而
不
畏
艱
難
、
銳
意
進
取
的
意
志
狀
態
和

思
想
品
格
，
包
括
奮
發
向
上
、
一
往
無
前
的
精
神
狀

態
，
不
怕
困
難
、
百
折
不
撓
的
堅
強
意
志
，
自
強
不

息
、
開
拓
進
取
的
精
神
風
貌
，
競
競
業
業
、
無
私
奉

獻
的
工
作
態
度
。
艱
苦
奮
鬥
無
論
在
過
去
還
是
現
在

乃
至
將
來
，
都
永
遠
不
會
因
時
代
的
變
化
而
過
時
，

而
是
具
有
永
恆
意
義
的
精
神
財
富
。
它
能
使
人
保
持

一
種
不
畏
艱
難
、
銳
意
進
取
的
意
志
，
去
戰
勝
一
切

困
難
，
達
到
理
想
的
目
標
。

三
、 

楚
才
高
中
創
建
實
踐
，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
是
全
社
會
的

共
同
責
任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
是
一
個
系
統
工
程
，
需
要

全
社
會
共
同
努
力
，
每
個
公
民
身
體
力
行
。
只
有
在

全
社
會
形
成
崇
尚
節
儉
的
良
好
氛
圍
，
人
人
為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盡
責
出
力
，
使
勤
儉
節
約
的
作
風
，
艱

苦
奮
鬥
的
精
神
貫
穿
於
我
們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中
，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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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發
展
、
科
學
發
展
、
和
諧
發
展
之
路
，
才
會
越
走

越
寬
。
這
一
點
，
從
楚
才
高
中
的
創
辦
實
踐
完
全
可

以
得
到
證
實
。

襄
樊
市
楚
才
高
中
是
市
老
區
教
育
研
究
會
創

辦
的
襄
樊
市
第
一
所
民
辦
學
校
。
學
校
剛
辦
時
，
從

﹁
三
無
﹂
和
曾
﹁
三
易
﹂
租
房
，
到
一
九
九
七
年
學

校
董
事
會
決
定
選
擇
魚
梁
洲
作
為
新
校
址
，
並
制
定

﹁
艱
苦
創
進
，
勤
儉
辦
校
，
以
學
養
學
，
滾
動
發

展
﹂
的
辦
學
方
針
。
當
時
這
裏
是
一
片
荒
沙
灘
地
，

無
水
、
無
電
、
無
路
。
我
們
董
事
會
以
身
作
則
，

力
體
身
行
，
帶
領
全
體
教
職
員
工
幾
經
努
力
，
發
揚

﹁
三
千
﹂
精
神
︵
千
方
百
計
、
千
辛
萬
苦
、
千
言
萬

語
︶
，
終
於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奠
基
開
工
。
奮
戰
在
荒

沙
灘
上
，
完
成
建
校
任
務
期
間
，
始
終
堅
持
艱
苦
創

進
，
勤
儉
辦
校
的
精
神
，
從
建
房
、
修
路
、
栽
樹
種

花
、
建
設
運
動
場
等
各
方
面
都
是
精
打
細
算
，
能
節

約
盡
量
節
約
，
能
不
花
錢
或
少
花
錢
的
，
盡
量
少
花

或
不
花
錢
，
能
自
己
動
手
的
，
就
不
請
人
動
手
，
對

於
一
顆
樹
苗
，
一
株
花
草
，
一
車
煤
渣
都
求
助
市
直

幾
十
個
單
位
，
支
持
學
校
興
辦
公
益
事
業
。
同
時
，

我
們
幫
助
建
築
和
房
屋
開
發
公
司
辦
理
各
種
手
續
，

換
取
他
們
幫
助
我
們
建
校
舍
。
總
之
，
我
們
發
揚

﹁
三
千
﹂
精
神
完
成
了
建
校
任
務
。
又
經
過
近
幾
年

的
努
力
，
學
校
現
有
自
己
獨
立
的
校
園
，
占
地
面
積

一
六
六
畝
，
建
築
面
積
二
萬
多
平
方
米
，
教
學
樓
四

棟
，
教
室
三
十
九
個
，
可
容
學
生
二
一○

○

人
，
綜

合
教
學
樓
各
種
專
業
教
室
十
六
個
，
學
生
公
寓
三

棟
，
可
住
學
生
二
一○

○

人
，
教
職
工
宿
舍
二
棟
，

其
它
辦
公
樓
、
師
生
食
堂
、
澡
堂
、
送
暖
鍋
爐
房
、

游
泳
更
衣
室
、
商
店
等
設
施
共
十
五
棟
。
各
種
教
學

設
施
配
有
微
機
室
二
個
，
化
學
、
物
理
、
生
物
實
驗

室
五
個
，
多
媒
體
教
室
、
語
言
教
室
、
電
子
備
課

室
、
美
術
教
室
、
形
體
訓
練
室
、
圖
書
室
、
閱
覽

室
、
革
命
傳
統
教
育
及
校
史
陳
列
室
，
各
種
體
育
器

材
室
、
百
貨
商
店
、
養
生
室
、
保
養
室
、
活
動
場
、

游
泳
池
、
暖
氣
、
百
花
園
等
各
種
教
學
、
生
活
設

施
、
設
備
一
應
俱
全
。
校
園
內
花
場
、
苗
圃
、
樹

林
、
草
坪
、
鵝
卵
石
路
，
猶
如
精
心
經
營
的
花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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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目
前
，
學
校
擁
有
固
定
資
產
兩
千
多
萬
元
，
被

評
為
襄
樊
市
中
小
學
示
範
學
校
、
綠
化
造
進
單
位
、

安
全
先
進
單
位
、
社
團
示
範
單
位
和
全
省
民
辦
學
校

學
習
楷
模
等
榮
譽
稱
號
。
楚
才
高
中
已
培
養
小
學
、

初
中
、
中
專
和
高
中
畢
業
生
十
屆
近
兩
千
人
，
九
十

％
的
高
中
畢
業
學
生
考
上
各
類
大
學
深
造
，
升
入
國

家
重
點
學
校
的
一
百
餘
人
。
二○

○

四
年
，
它
又
與

北
京
畫
中
畫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聯
合
辦
校
，
設
立
﹁
襄

樊
楚
才
印
刷
職
業
技
術
學
校
﹂
，
實
行
高
中
與
印
刷

中
專
﹁
雙
軌
制
﹂
學
校
，
為
教
育
事
業
和
印
刷
行
業

的
發
展
培
業
更
多
的
人
才
。

由
此
可
見
，
建
設
節
約
型
社
會
是
一
個
功
在
當

代
，
利
在
千
秋
系
統
工
程
，
需
要
全
社
會
的
共
同
參

與
，
全
國
人
民
一
道
努
力
。
只
要
我
們
堅
持
科
學
的

發
展
觀
，
堅
持
開
發
與
節
約
並
重
，
並
把
節
約
放
在

首
位
，
節
約
型
社
會
就
一
定
能
夠
形
成
。

作
者
：
襄
樊
市
楚
才
高
中
董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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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十
七
十
八
，
月
亮
更
發
。..............................

吳
店

二
十
一
二
，
月
出
半
夜
。..............................

平
林

二
十
二
三
，
月
落
正
南
。..............................

梁
集

二
十
二
三
︵
天
亮
︶
，
月
亮
拐
灣
。..............

文
集

二
十
五
六
，
月
出
五
更
頭
。..........................

新
市

二
十
八
九
，
月
亮
牽
著
太
陽
走
。..................

文
集

月
到
中
秋
分
外
明
。......................................

南
城

月
明
星
稀
。..................................................

興
隆

月
不
常
圓
，
日
不
常
中
。..............................

文
集

月
怕
十
五
，
年
怕
中
秋
。..............................

文
集

月
亮
戴
採
環
，
大
風
在
眼
前
。......................

隨
陽

月
明
星
星
稀
，
明
日
好
天
氣
。......................

平
林

星
星
眨
眼
，
有
雨
不
遠
。..............................

七
方

星
星
稠
，
雨
點
流
。......................................

劉
升

星
星
稀
，
渴
死
雞
。......................................

劉
升

天
高
氣
爽
雨
點
稀
，
星
星
眨
眼
雨
點
密
。......

鹿
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