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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一：伟大建党精神 

1.【精神内涵】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习近平总书记论精神】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

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 

——2021 年 7月 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精神孕育背景】 

回望近代中国历史，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1921

年 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所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引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

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 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 9500多万名党

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 

4.【画者说】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杨欣宇：这幅画其实灵感来自于伟大建党精神的这个“建”字，陈望道翻译了《共

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那这件事情是对中国建党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的创作人物也选择了陈望道。场景就是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场景。我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选择的整体这个色调是比较暗的，因为它比较符

合当时的那个年代，因为他在老家创作的，他当时一直在查阅英译本、日译本，反复地去这个核对，所以是很认真

的一个状态，包括他眉头紧锁的那个神情，上面会有一点这种光打下来的感觉，想要有那种真理洒下来的那种感

觉。其实伟大建党精神，我在没有创作这幅画、没有真的去了解之前，印象里会觉得跟我可能距离是比较遥远的，

所以没有办法切身地去体会，但是当创作了这幅画，包括在查阅资料、了解陈望道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其实是

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去借鉴的。像伟大建党精神里面说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我们依旧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并且去做正确的事情。你可以奉献你自己，然后为社会作出一些更多的贡献，这也是伟大建党

精神在这个时候的意义。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姚迎博：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这幅画我主要用了红色和黄色的色调，长城、山

脉、吹号者为背景，红船为主体，在红船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条红色的丝带，它引领着红船缓缓地向我们驶

来。这条丝带像共产党带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生活。上海中共一大的会址，在树的缝隙中会有一束光芒，它从这块

照下来，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百年来，我们的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不断

地发展壮大，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换来的。我爸爸是一名预备党员，在我们当地突发疫情，他和他的同事带领着村

民凌晨四点开始做核酸，正是因为他们这群共产党员的挺身而出，带领着村民一起抗击疫情，才打好了这场防疫

战。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学强本领，为我们祖国的未来发光发热，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 

5.【说精神】 

视频一（金华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徐璐科） 

1920 年 4月，义乌人陈望道在分水塘村的小柴房里，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这个有着两万

八千字的册子，您别看它单薄，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源。 

1921 年 7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我身后的这艘丝网船上正式宣告诞生。尽管在当时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连报

纸上都没有一点报道，但他却成为了改变历史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



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密码。走

过百年奋斗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

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路披荆斩棘，一路乘风破浪。为什么我们党能从当时的一艘小小红船发展成为现如

今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始终坚持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蕴藏在其中的成功密码。 

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

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什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

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 

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们党一路走来，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

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视频二（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三学生  林昱辰） 

王风，金华义乌人，1922年出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浙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大三学生，也是一名预备党员。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几乎和党同龄的老党员，去

听听他的故事。 

林昱辰：爷爷，您在剪什么呀？ 

王风：我剪个党徽吧。 

王风爷爷是浙江义乌人，1922 年出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为地下工

作的特殊性，不能留下任何真实的个人资料，这是他 1949年（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新中国成立后，王风爷爷

曾获中国剪纸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王风：我的党龄呢已经 78年了，我 1944年参加共产党。入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主要是搞情报工作。我那个

住的地方，离公路一公里左右，（党组织）叫我每天（对）日本的汽车来往多少次、部队里有多少人进出进行统

计，每一天记录下来。 

林昱辰：爷爷，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年轻人说的吗？ 

王风：你参加了党，实际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自己党员的姿态。我这个党徽送给你，你今后要当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林昱辰：谢谢您。 

从王爷爷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最可贵的坚持，不是久经磨难，而是永葆初心。 

6.【精神小故事】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浙江义乌市城西街道分水塘村陈望道故居，是一栋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

译本就诞生在这个老宅院里。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为什么会由陈望道来翻译呢？因为他的英文、日文功底非常深厚。1915年，陈望道赴日

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几所学校学习，从日本回国后，陈望道曾在杭州师范教中文。1920年 2

月，因支持学生运动，陈望道被迫离开杭州师范。之后，他接受上海《星期评论》的委托，带了一本《共产党宣

言》日译本，并通过陈独秀找到李大钊，借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回到家乡分水塘。 

当时正值春节，为避开干扰，陈望道躲进了一个小柴屋，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屋里没有床，两张长凳加

一块木板，就变成了陈望道的工作台和他晚上睡觉的地方。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思想，变成中国化的语言表达，陈望道煞费苦心。就单单《共产党宣言》开头的第一



句话，他就研究了几天几夜。经过反复推敲、不断琢磨，他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

洲徘徊”。 

南方的早春又潮又冷，小柴房四面透风。尤其是到了晚上，刺骨的寒风灌进柴房内，常常冻得陈望道手脚冰

凉。有一次，母亲特意给他送来了几个糯米粽子，还放了一小碟当地盛产的红糖，叫他趁热赶快吃。 

陈望道是如此专注，以至于将写字的墨当作蘸粽子的红糖，吃得满嘴墨汁，自己却浑然不觉。母亲问他红糖够

不够，他还说“够了，够甜了”。 

1920 年 4月底，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在这间小柴屋内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

1920 年 8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

后来又一次次地再版重印，成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此

也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信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百多年过去了，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让无数人回味无穷。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述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深情又意味深长地指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代表作二：改革开放精神 

1.【精神内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互利合作、命运与共 

2.【习近平总书记论精神】 

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2018 年 12月 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精神孕育背景】 

1978 年 12月，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

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

百业待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行新的长征。自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在 2018 年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

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4.【画者说】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杨欣宇：谢高华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培育者。我这幅画主要刻画的是谢高华的面

部，包括他的神态还有脸上的一些细节，整体给人一种积极向上、很有精气神的感觉，背景就是义乌小商品城。我

们要学习谢高华那种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敢于不断挑战、不断超越自我。 

5.【说精神】 

视频一（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丁依哲）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正式踏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在 2018年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

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铸就的精

神风貌、精神气概、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得以

顺利实施的重要精神支撑。 

改革开放精神内涵丰富，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敢闯敢干、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勇于担当、

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以及面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包容精神。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砥砺前



行，同甘共苦。我们党也正是以这种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进、自强不息，在新时代下谱写出

一首首具有中国特色的奋斗赞歌。 

2022 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改革开放走过的第四十四个年头。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我们要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传承弘扬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锐意进取、不懈奋进。在国内全面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国家，深

化人才体制改革；在世界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智

慧与中国力量，始终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进。 

视频二（义乌小商品市场培育者  谢高华） 

谢高华，1931年 11月出生于浙江衢州，1953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 40多年，他在多地担任过领导职

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1982年 4 月的一天，已经在衢县工作了 30多年的谢高华突然被调到义乌担任县委书

记，从此谢高华的名字便深深刻在了义乌的大地上，融进了义乌人民的血液里。 

义乌人多地少，农田贫瘠，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穷。早在上世纪 70年代，义乌就有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在农闲

时节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鸡毛换糖，也贩卖点日用小商品补贴家用，生活过得十分艰辛。初到义乌，谢高华发现

老百姓的生活比他想象中还要困难，农民没米下锅，就把荸荠、萝卜混在稀饭里充饥，很多农民一个月都吃不到一

斤米。小商贩们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日子过得难以想象。能不能让老百姓摆摊做生意？谢高华当时心里也没

有底，但老百姓的苦他始终记挂在心。 

面对当时的条件和现有政策，谢高华陷入深深的思考中，于是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一边调查听取意见，一

边走访部门商讨政策。 

他发现义乌的鸡毛换糖是优势，不是包袱，在一个“商”字上做文章一定可行。然而，如何看待农民经商问

题，直接关系到他自身的政治前途。 

谢高华：有人说要撤职的，我说撤职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共产党人还要牺牲呢！撤职么，撤掉就撤掉了。 

谢高华敢为民犯错，在衢县就是出了名的。这次面对重重阻力，他依然相信只有干下去才会有出路。 

1982 年 9月 5日，义乌县委作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这成为义乌第一

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从此义乌的农民终于摆脱了担惊受怕的日子，开始光明正大地在街头摆摊。 

为了进一步给市场松绑，1982 年 11 月 26日，谢高华顶住压力，又明确提出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

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有了这四个允许，老百姓的胆子就更大了。义乌人经商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全部都激发出来了。 

义乌兴商建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在谢高华的倡导下逐步向规范化迈进，改革者必然在争议中前行，为此谢高华大

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帽子没少戴，针对他的告状信少说也有一麻袋。1984年 11月，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了义乌。 

谢高华离开义乌后，义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从 1995 年第一届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开始，每年义乌都会隆

重邀请他到场，不少市民甚至自发组队前往高速公路出口迎接他。如今谢高华拍板设立的小商品市场已成长为买全

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成为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信息展示中心和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2018 年 12月 18日，作为义乌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这是他一生

最大的荣光。 

6.【精神小故事】 

谢高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谢高华（1931年 11月-2019 年 10月 23日），浙江省衢州市横路乡贺邵溪人。1953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浙江省义乌县委书记，衢州市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2018 年 12月 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谢高华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被誉为“义

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https://baike.so.com/doc/9169722-30077112.html


1980 年 8月，50岁的冯爱倩摇着拨浪鼓进城时，她所想的，只是为贫寒的家庭寻找一条生路。为了更快地赚

钱，冯爱倩放下了手中的拨浪鼓，偷偷摸摸地在县城摆起了小摊。受冯爱倩的影响，义乌北门一带慢慢地聚集起 20

多个摆地摊的人。不过摆摊在当时并不被允许，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1982 年 5月的一天，冯爱倩将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堵在了县委门口，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

摊。谢高华将她请到了办公室。“你去摆小摊好了！我告诉有关部门不关掉你的地摊。”几番争论后，谢高华作出

了一个决定。冯爱倩记得，也正是在那一年，“鸡毛换糖”被工商部门所承认，而之前，这一直是受打击的投机倒

把行为。 

冯爱倩幸运地成为义乌第一个取得“鸡毛换糖”许可证的小商贩，这也是义乌第一本个体商业营业执照。1982

年 9月 5日，在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义乌县委作出了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开放位于义乌

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并制定了“四个允许”的政策，即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

允许多渠道竞争，县委还要求有关部门“开绿灯”予以支持，首创了“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谢高华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谢高华在义乌任职两

年零八个月， 他曾回忆：“当时改革情况复杂，我们也有很多情况搞不清。我就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利

益出发。” 

这成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从此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代表作三：丝路精神 

1.【精神内涵】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2.【习近平总书记论精神】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

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2017 年 5月 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3．【精神孕育背景】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

路；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张骞出使西域完成“凿空之旅”，到郑和七

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

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重大倡议，旨在传承丝路精神，携手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各国合作发展提供新动力。如今，共建“一带一

路”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

国方案，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4.【画者说】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杨欣宇：这幅画的右侧画的是义新欧中欧班列的创办者冯旭斌，画面里的背景就是

中欧班列的列车，画中冯旭斌的手指向的就是丝路精神四个字，这也代表着他一直以来都在践行的精神。我们应该

继续发扬这种丝路精神，坚持合作共赢，发扬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文化，不仅追求自身发展，也

注重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5.【说精神】 

视频一（义新欧贸易服务集团董事长 冯旭斌）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我们义乌在原来的铁路货运站打开了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首

趟“钢铁驼队”的班列。十年砥砺前行，“义新欧”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取得跨越式发展，班列累计开行



突破 4600 列，发运超过 38万标箱。目前共开通运行义乌至中亚五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越南、老挝、

土耳其等 18 个方向的国际货运点对点直达专列线路，辐射欧亚大陆 50多个国家和 160多个城市，把义乌和世界紧

紧连接在一起。 

如今中欧班列已成为沿线国家广泛认同的国际公共物流产品，不仅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等中国制造和世界贸

易提供了稳定畅通的国际物流运输通道，也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展示了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钢铁驼队”的

形象。 

明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我们义新欧人完成了把义乌和世界连接起来

的梦想，未来我们将更加努力，全体义新欧人以丝路精神，以更高质量，可持续地去发展“一带一路”的建设，那

么我们浙江就完成了我们的丝路梦想。 

视频二（浙江金华邮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素兰） 

我认为丝路精神就是共享和平、共同发展。16年前，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创办了公司，这些年我总想为家乡做点

事，于是我带领团队积极协调沟通，为开通“中吉哈”班列打前站。2021年 7月 16日，全国第一趟“中吉哈”公

铁联运中欧班列从金华南站开出，中国新疆又开辟了一条通往欧亚地区的国际贸易新通道。 

我很高兴这些年中国和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有了越来越深入的合作和交流，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团

队和后代的努力，以丝路精神为引领，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为推动共同发展继续出力。 

6.【精神小故事】 

冯旭斌：新丝路上的文明使者 

2014 年 11月 18日“义新欧”首发。 

2022 年 1月 1日至 3月 14日，义乌铁路口岸发运“义新欧”中欧班列 270列、22472 标箱，海铁联运发运 170

列、14650 标箱。 

作为世界上运行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国际班列，“义新欧”中欧班列起点义乌，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终点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全程 13052公里。通过“义新欧”，全球最大的小

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之间，实现了陆路直通。 

在义乌，只要一提到“义新欧”，就不得不提到创办人冯旭斌。作为一名地道的义乌人，冯旭斌身上透着一股

敢闯敢试的劲。1995年，年仅 16岁的他开始涉足商海。2010 年，冯旭斌转战国际铁路物流领域，筹建义乌市天盟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呼吁开辟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建立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

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 

冯旭斌萌发了一个大胆设想：“能否开行义乌至马德里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在义乌与马德里之间开行班列，既可以打通太平洋与波罗的海之间的陆路物流大通

道，还可以打通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陆路物流大通道。”冯旭斌说。通过大量市场调研，他发现每年从义乌发往

欧洲的货物超过 10万标箱，相当于 1000列班列的运输规模。如能从中分享 10%的货源，每年需开行 100趟班列，

这足以支撑起一条全新的中欧班列线路。更重要的是，作为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市场上的很多小商品

是从义乌采购的。 

“充足的货运市场需求，再加上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我更加坚定了开行‘义新欧’的决心和信

心！”冯旭斌说。 

如今，“义新欧”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桥梁纽带，被人们誉为新丝路上的“钢铁驼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