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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一校一案
”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3年 )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作为全 日制民办普通高等艺术职业

院校,建院以来,以 “
宽口径,厚基础

”
的人才培养模式为

目标,积极为社会培养大批普及型的一专多能的艺术人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及 《福建省人民

政府关于支持厦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两岸融合的意

见》(闽 政文 (2021)97号 )的指导精神,按照 《中共厦门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关于推进
“一区 (校 )一案

”

编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厦委教秘 (2021)



5号 )的要求,根据我院建设与发展实际情况,结合我院艺

术类专业院校的特殊性,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重要批示精神和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牢 固树立质量内涵发展意识,梳理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和短板,抓住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高地建设的重大机遇,服务厦门经济特区文化艺术产业

发展,对接我省及周边区域市场需求导向,加强学院基础建

设、专业建设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民办学校在体制机制、

校企合作、多元办学等方面优势,继续在规范办学、内涵建

设、提升办学质量等方面下功夫。持续精准发力,系统谋划

如何利用 自身优势,增强创新动力,多 措并举,为 民办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拓展新思路、开辟新环境。

(二)发展 回标

继续以我院
“
礼乐成人 有教无类

”
的办学理念为引领 ,

经过三年的努力,把我院建设成为以艺术教育为主体特色、

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办学水平较高、与福建区域社会发展

需要契合度高、行业优势突出的、有一定影响力与知名度的



高等职业院校,为 三到四年内达到办学质量省内一流并初步

跻身全国同类院校先进行列为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到 2023年 ,以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制度为核心,构建有

“
厦艺

”
特色的治理能力体系,创建学院良好发展内、外部

环境;形成与优质高职院校相适应的高效管理体系和服务体

系,使学院达到治理组织齐备、治理体系完善、治理制度健

全、治理机制灵活、校园文化浓郁、校园精神振奋、办学特

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过硬的治理目标,切实提高行政效率

和服务水平,实现学院科学发展,建成福建省优质民办高职

院校。

二、重点任务

(一 )切实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艺术人才的培养要强调德才兼备,必须坚持贯彻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精神,进一步落实我院 《落实中央关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出实效。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思政工作质量,用 心打造精

品课程,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

(二)加快学院发展建设规划

与厦门市
“一校一案

”
对接,对学校的建设进行统筹规

划,加快发展。制定
“
十四五”

发展规划、专业建设规划、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

学院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首期近 6万平米校舍。包含

琴房 126间 ,舞蹈练功房 20间 ,多 媒体教室 2间 ,动漫和

舞美工作室 2间 ,摄影棚、录音棚 2间 ,可容纳近 1100人

的实习实训实验剧场 1个 。

2021年下半年计划再开工建设二期 35610.1平方米校舍 ,

并预计于 2022年底投入使用。三期计划建设标准剧场、行

政楼图书馆、专业教室两栋,共计 27295.51平方米,三期

建设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启动,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优化高

中后三年制专科职业教育,优化布局五年制高职教育。2023

年在校生争取达到 2500人左右,其 中,三年制高职 2000人 ,

五年制高职 500人 ,优化中职与高职 “
3+2” 贯通培养试点

布局。

(三 )学科建设总体规划

1、 保持和发扬特色教学本色不变

2011年 ,经教育部高教司立项的 《民众艺术——厦门演

艺职业学院案例研究》由中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全

国首批入选的五所高校案例之一,并被列入中国本土化企业

和高校案例组库。特色教学理念是我院持续发展的根本,要

在总结近 20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创新,保持学

科建设、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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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构建现代职业艺术教育体系。

根据 《教育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厦门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助力两岸融合的意见》,争取早 日进入全国优质

高等职业院校行列,到 2023年 ,通过遴选,与优质中等职

业学校联合建设成为集中职教育、五年制高职教育、技术推

广、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社会生活教育为一体的职业学校;骨

干专业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福建省内优质中职及本科

院校 ,如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成立中高本衔接 1+1+X办学联盟。

与省内本科院校如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等建立

高职与本科
“
3十 2” 分段培养办学联盟。

(四 )建设特色高水平专业 (群 )

依据教育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中提出的集中力量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对

接全省产业体系,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现有专业 ,

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根据
“
强优、改老、调困、育新

”
的

专业建设原则,构建
“
加减并转

”
专业布局动态调整机制 ,

优化专业结构 ,科 学设置专业,建设定位准确、有序发展的

特色高水平专业 (群 )。 到 2023年 ,构建以音乐表演、舞蹈

表演、影视表演、音乐剧表演为龙头的艺术表演专业群;以

舞台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为龙头的艺术设计

专业群:以空中乘务、电子商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社会体育为龙头的社会文化专业群。着力完善资源配置,保

证专业群发挥集群优势并以核心专业为引领,不断调整、优

化专业结构,确保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的全面性、保证专业

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对应性。力争 1-2个专业群列为省级重点

专业群。为今后整合优质资源,设立二级学院奠定基础。

(五)建设高素质
“双师型

”队伍

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明确所需招聘数量、生师比、

“
双师型

”
教师比例、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等年度目标,配

足配齐专业教师,为 学院发展提供足够的专业教师数量。根

据学校发展规划,结合招生情况 (平均按在校生 2500人 统

计),计划未来三年内完成专职教师配置约 150人。逐步扩

大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比例,加大
“
双师型

”
教师培养力

度,按照专职教师培养计划,除省培和国培外,每年每学期

安排校内外集中培训不少于 2次 。计划 2023年 “
双师型

”

教师队伍达到 50人左右。通过
“
外引内培,一人一策,一

事一议
”
等多措并举9分阶段有计划的引进高层次技术技能

型人才。

(六 )探索适应艺术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

加强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校企联合招生,共 同育

人。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与各艺术单位、群众文化

组织、社会团体,密切合作,采取多种模式合作形式,为 学

生参与社会实践、就业拓宽渠道。



(七 )完善毕业生就业管理

不断完善和发展我院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根据社会

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为毕业生就业进行指导,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根据

我院专业特色和学生特点,定期开展针对性强,具有可行性

实际操作的就业指导案例课程。

做好毕业生的就业跟踪工作,针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

不断总结调整教学思路和方法,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就

业比率。

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紧紧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部署,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基层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积极动员毕业生参加
“
三支一扶

”
高校毕业生

服务工作。

(八)积极发展继续教育

根据 2019年 出台的 《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

就业创业行动计划》要求,建立灵活开放的继续教育体系。

要面向社会,大力发展学院的继续教育,积极探索拓展艺术

师资教育专业。建立起成人大专、专升本教育和社会培训、

考级相结合的新型教育模式,开展适应社会需求的学历教育

和非学历教育,以满足各类人群对艺术学习的需要。广泛开

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积极开展面向重点人群的就业创业培

训,大力开展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加快推进 1+X证 书制度



试点,鼓励参训人员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九 )借助地理优势,加强闽台合作

抓住海西经济发展的契机,利用厦门对台前沿的有利地

势,大力发展同台湾的教育学术与演出活动交流。加强闽台

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合作办学项目,加强闽台合作项目管理。

到 2023年 ,争取与台湾地区华冈艺校、台湾世新大学、铭

传大学等院校开展艺术交流与合作。并通过与台湾知名艺术

家的合作,积极开展两岸艺术交流与各类培训合作。

(十 )完善管理体制

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董事

会、校长负责制,发挥好学院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立健

全学校党委与董事会、监事会 日常沟通协商制度,党委与行

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制度。

不断完善各系 (处 )和各级员工的岗位职责制度,形成

完善的工作制度,保证学院各项工作正常、有序的运行。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薪资待遇标准,建立完善的人事管

理制度。

三、主要措施

(一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才 能保证学院的长远发展。

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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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
十四五”

期间,要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快建设

一批由高水平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引领的优秀教学团队。

大力引进和培养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积

极引进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加盟我院,推动学院品牌建设、精

品课程建设。加快对学院中青年教师的培养,逐步提高中青

年教师的学历要求和职称要求,形成具有厦艺特色老、中、

青结合的优秀教师团队。

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遵循
“
礼乐成人 ,

有教无类
”

的校训,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关爱学生,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

康发展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方式,将师

德表现作为教师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建立长效机制,形

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

不断完善学院的教师培养体系,做好培养规划,优化队

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通过研修培训、学

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
“
双师型

”

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不断完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条件。随着生活物价指数的不断升高 ,“ 十四五”
期间



应依据现实情况不断提高教职工工资水平,改善教师工作和

生活条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对在学院长期从教,对学院

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奖励。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师资格制度,健全学院教师管理制

醛
才叉 。

(二 )保证经费投入

由董事会讨论决定,保证学院各项教学工作的经费投入 ,

推动学院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在董事会注入办学资金的同时 ,

要多渠道筹集社会办学资金 ,“ 以学养学
”

形成学院自己的

造血功能。积极创建学院品牌,不断扩大特色教学成果,扩

大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加强科研立项,通过申请科研项目,

争取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三)加快学院信息化建设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 十四五”
期间

要基本完成学院教育信息化体系建设,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 ,

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推动整个学院教育内容、教学手

段和方法现代化。

逐步实现数字化图书建设,建立电子阅览室,完善图书

馆整体建设,争取开通图书馆与国内外学术资源共享平台。

建立设各、功能完善的电视台,推进学院学生实践平台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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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四 )推进依法治教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行政。落实教育行政执

法责任制,及时检查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

扰乱教育秩序等行为。依法维护学院、教师、学生、校长和

举办者的权益。

根据上级各部门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体

现我院特色的规章制度,依法办学,从严治校,认真履行教

育教学和管理职责。

积极、主动、认真地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教育部门的督

导制度。在上级部门的监督指导下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五)加强组织领导

坚决执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各项指示精神,加强对教

育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提高学院领导层的教育决策科学

化水平。

把学院的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深入学习党的

理论、方针、政策。健全学院的党校建设,积极进行党校学

习培训。加强学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进一步加强学院各级领导的

工作,团结协作9积极推动学院各项工作的整体运行。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要 不断加强和改进学院政治思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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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

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活动。重视和解决好师生员工的实际

困难和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完 善学院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机制,要善处置各种事端,为 师生员工创造安定

有序、和谐融洽、充满活力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附件 :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工作任务清单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重点突破项目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年行

动计戈||(2021-2023年 )

职

1
工

 
 
o
乙

 
0
0

嫘
飚嘧矿

9鬓蟾黪翻只
`

年 8月
ri
口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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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工作任务清单

备注:参照教育部 5项支持政策清单、福建省 10项支持政策清单和厦门市 32

项工作任务清单编制区、校清单。

13

诸 ˉ 0
J于万 任务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1
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构建现代

职业艺术教育体系
全 院

2023年 12

月 31日

0
乙 建设特色高水平专业 (群

) 教务处、各系
2023 兰年1 12

月 31日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
“
双师型

”
队伍

董事会、教务

处、各系

2023 左F- 12

月 31日

4 加快学院发展建设规划 董事会、全院
2023 年 12

月 31日

5 加快学院信息化建设 信息中心
2023 年 12

月 31日

6

7

8

9

10



附件 2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重点突破项目

(一)建设特色高水平专业 (群〉

1、 项 目实施意义 :

根据
“
强优、改老、调困、育新

”
的专业建设原则,进

一步优化专业设置,构建
“
加减并转

”
专业布局动态调整机

制,优化专业结构 ,科 学设置专业,建设定位准确、有序发

展的特色高水平专业 (群 )。 以服务我省及周边区域相关产

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率。

2、 主要工作内容和措施 :

构建以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影视表演、音乐剧表演为

龙头的艺术表演专业群。以舞台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动漫设计为龙头的艺术设计专业群;以 空中乘务、电子商务、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社会体育为龙头的社会文化专业群。

着力完善资源配置,保证专业群发挥集群优势并以核心

专业为引领,不断调整、优化专业结构,确保专业链与产业

链对接的全面性、保证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对应性。力争

1-2个专业群列为省级重点专业群。为今后整合优质资源 ,

设立工级学院奠定基础。

3、 完成时限 :

14



2023年 12月 31日

4、 责任人 :

学院、教务处、各系部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
“
双师型

”
队伍

1、 项 目实施意义 :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才能保证学院的长远发展。

在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

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严格把关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 ,

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具

有厦艺特色老、中、青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主要工作内容和措施 :

① “
十四五”

期间,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快

建设一批由高水平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引领的优秀教学

团队。

② 大力引进和培养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高技能、高层次

人才,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加盟我院,推动学院品牌

建设、精品课程建设。

C)加快对学院中青年教师的培养,逐步提高中青年教

师的学历要求和职称要求。

④ 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明确所需招聘数量、生师
15



比、
“
双师型

”
教师比例、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等年度目标 ,

配足配齐专业教师,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

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千、
“
双师型

”
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

为学院发展提供足够的专业教师数量。

⑤ 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遵循
“
礼乐成

人,有教无类
”

的校训,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方式,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聘用和

评价的首要内容。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

术风气。

“
十四五”

期间依据现实情况,严格按照国家相关

要求,不断完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提高教职工

工资水平,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对在学院长期从教,对学院

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奖励。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师资格制度,健全学院教师管理制度。

3、 完成时限 :

2023年 12月 31日

4、 责任人 :

董事会、学院、教务处、各系部

(三)加快学院信息化建设

16



1、 项 目实施意义 :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 十四五”
期间

要基本完成学院教育信息化体系建设,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 ,

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推动整个学院教育内容、教学手

段和方法现代化。

2、 工作内容和措施 :

C)逐步实现数字化图书建设,建立电子阅览室,完善

图书馆整体建设,争取开通图书馆与国内外学术资源共享平

上、
田 o

② 探索尝试建立设各、功能完善的电视台,推进学院

学生实践平台的建设。

3、 完成时限 :

2023年 12月 31日

4、 责任人 :

董事会、学院、教务处、信息中心、图书馆

各注:|①每区 (校 )限报 3项 ;②根据 《教育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厦门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两岸融合的意见》(闽政 (2021)97号 )精神,围绕职

业教育办学治校中亟需突破的痛点、难点问题;③完成时限最迟止于 2023年 12

月31日 前;④重点突破项目由区 (校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作为责任人。

17



聃
另
雨
蒋
麟
爵
寻
另
怒
际
睡
弊

⌒>
ˇ

凇
昔
〓
聃
另
蔽
麟
>
窠

仆
陆
沦
辩
阶
浩
燕

⌒>
ˇ

斟
蚓
爵
蒋
分
蒋
辩
潜
藏

⌒>
ˇ

抉
≯
田
书
昝
一
耻
掇
龄
蚶
褂
游
阶
浩
麻

⌒>
ˇ

母
爿
锶
潜
分
麟
跻
潜
藏

⌒>
ˇ

亦
茚

⒄
∞

0

《
=》

冖
④
0
∞

岿
瑜
淤
娴壬
⌒№8
0
书

ˇ

O
0
○

0 №
№
∞
0

№0
№

一 〓必Ⅱ

0
今

C

C> №
今
0
0 №0

№

№
一心和

O
∞

0

0 №
③
O
O №0

№

ω
〓盐Ⅱ

珲
弈

∞
l
'
≯

嗯
涝
瑜

分
群
〓
冈
'
潜

辨
潇
丬
国
器
癫
甾
訾
浓
斌
娴
·
x
游

娴
益
津
回
瑟
淼
韩
·

湎
△
藏
浒
受
眸
锶
面
漭
酵
蛏
旨
谶
酣
窒
骜
油
潮
"
书

市
斟
半
迪

⌒
№0
№

μ︱
№0
№

∞
书
ˇ

P
∞



"
`
碲

旨
淬
毗

×
决
坌
独

盼
髁
毒
淞

辩
卒
者
谕
`
硒'
毒

淞

岛
房
惑
岛

举
萘
盼
涧

檠
载
羊

阡
鸢
陌
骚
打
瑜
濑

笋
荽
淋
聆

艹
郴
旁
妍
濉
燕
阝
举

玮
粞
妻
妍
汹
安
淹
·眇

卡
菏
郜
引

`
妾

冲
忿
砷
戆

淋

毗

略

滟
y
憩

整

凇
鞲
旁
蒋

》
'
憩

整

数
郴
ν
酞

》
潜
丰
`

撩

愚

郯

葺
淞
嘁
漶

&
邻

舆
淞

攒
七
糌
淞

C> C> 0 0 C) (=)
潜
︱
丶
一
睽
碲

簿
盼
荟

碲
陲
抉
苦

迢
游
滟
日受
⌒№0
№

0
书

ˇ

0,
0 0 (=) C) 0 0 絷

仆
☆
丶

弊
N
·

老

碲
浔
蹲

μ
∞
冖
∞

№
0

④

0
③
⑥

0 0 C) 0 C=) (=)
咖
硌
委
`
斯

嗯
卜
跸
卜

訾

嗯
辟
蹲

脚
安
斟
蟓
沭

毗
嘁
渑
'
憩

蠢
熟
鞲
寮
蒋

》
'
憩

盛
巢

扣
冫
阱
涉
汴

丰
'
擀

器
澌

藏
冫
国
环
韩

嵛
辅
'
蛏

垫

霉
淞
峨
滩

&
邯

斟
淞

瞬
昔
郴
淞

0 0 C> C> C) 0
淄
︱
丶G
睽

淼
焘

盼
婪

碲
簧
m
苦

№0
№

一
“m
·n

Co
C) C) 0 0 C> (=)

絷
磉
睁
λ

跸
卜
甘

碲
旨
躇

№
0
⑩

淞

今
0

③
0

今
伞

C) C> C) (=> C) (=)
小
小
降
办

锶
阡
弊
卜

头
过

锶
辟
蹲

×

安

哥
辣

淋

毗

 
毗

涸
'
憩

岛

器
鞲

寮
蒋

》
'
憩

亠浔

寮

邬
`
醣

》

潜

丰
'

黯

龃

澌

霉
淞
时
襁

阝
郴
鹦
淞

呻

母
糌
淞

0 0 C)· (=> (=〉 0
蕊

l
`
一

聒
补

旨
盼
漭

蹄
簧
热
碧

№0
N
N
〓

n
T

Co
0 0 0 C=) 0 O 小

补
乓
`
升

滕
N
管

碲
睁
蹲

∞
μ
⑵
0

冖
0
0

∞
0

门
0

0 (=> C=) C=》 C=) 0 淞
仆
陆
`
奔

推
盯
跸

N

昔

嗽
辟
蹲

×
安
钟
芯

淋

嘛

 
峪

浦
/
憩

崮

琳
鞲
寥
蒋

卉
'
 憩
岂

簖
郴
'
醣

》
潜
丰
'

狲

愚

滩

霉
淞
峪
憾

阝
郴
斟
淞

躜
母
郴
淞

0 0 0 0 0 0
愍
︱
Ⅺ
一
睽
仆

睁
盼
馨

时
吾
淤
者

№0
№

ω
_
n
T

μ
∞

C》 C=> 0 0 C> C> 分
硌
特
`
丹

弊
卜
营

碲
旨
蹲

№
冖
∞
0

冖
u
0

冖
"
0

μ
0
0

C=) (=> 0 CD C=) C=) 淞
补
乓
泗

锶
阡
弊

N

甘

啾
辟
躇

冖
0



壮
窗
瞰
狩
`
毖

¨
¨

袋
斟
浩
府
辨
际

△
吾

C=) C=》 藏
'
国

买

弃
螽
黯
'

蛉
塑
憩
岛

潦
癫
'
琳

呻

打

扯

本
'
缨

撩

淋
藏
'
蝴

讣

诹
一
泌

藏
'
津

分

新

公

邮

》
y
蝴

》

泌
藏
'
蚪

辶F
济

濑
折

礴
滩
毗
湄

碲
簿
m
苦

弱
斟
滟
窦

⌒№0
№

0
帘

ˇ

0 C) 碲
睁
蹲

C) 0
嗯
辟
蹲

C=》 C=) 憩
黪
澌
藏
/

琳

蚺

打

趾

郭
'
螂

》
垫

澌
藏
'
浩

房

岛
兮
岫
艹
'

啷
扑
澌
涵
'

难
捻
辶F
杰

斟

簸

淞

折

峪

襁
氵
胡
勰
泌

》
潜
斗

碲
活
淤
荟

№0
№

讼
“n
u

C) 0 碲
妾
蹲

(=) C》 锶
辟
躇

(=) (=>
瑜
'
 圃
买

葑
嵛

擀

∥

蛏

塑

憩
驾

澌
麟
/
碟

崃

 
打
 
"

茶
'
呻

》

塑

澌
藏
'

舆

房
岛

鸢

略
资
'
蝴

郴
澌
藏
'

艏

蛘
〓F
敲

蚺
洫邓
淞

打

峪
渑
'
羽

黼

湃
》
瘁

丰 碲
昏
求
荮

№0
№

№
〓至羽

C=> C) 砩
箐
躇

0 0
啾
辟
蹲

0 0 藏
/
 回
习

葫
奋
撩
'

并
塑

憩
蠢

澌
藏

冫
嫌

锌
 ̄
汴
 
十

目 
 
l
d
 
0
卩

茶
`
呻

》

垫

澌
藏
'

翅
分
熟
卦

睐
六
'
 呻

艹
澌
藏
'

难
擎
辶F
杰

城
静

淞
妍

嘁
油

冫
丬

黼
阱

》
潜

玮 碲
簿
m
荟

№0
№

ω
·必一

C) C)
碲
陲
蹲

C〉 0
嗯
辟
蹲

~
0



I
I
I
`
迁

引
盼
男
由
狲
淬

聃
另
鼹
游

^
汩

一司
瞠
、丶
攀
一司
w
一
瑜
一
⌒R

汩

一司
瞠
ˇ
婵
电司
弊
\
仆

睁
痴

撵
一司
泌
弊
ˇ

斟
朔
藩
麟
盱
看
汗

⌒
群
辩
阡
弊
`
补

碎
弊
看
弊
ˇ

母
另
锶
麟

众
汩
一划
脞
丶丶
撵
一司
可σ
瑜
一
⌒^

、

裟
一司
睫
丶丶
潜
一司
跸
\
仆

旨
聚

撵
一剖
豕
跸
ˇ

七
谢
锶
辩
辩
罱
汗

⌒
分
游
盱
弊
\
仆

帘
檠
吐司
弊
ˇ

翌
舞
盼
确
鹦
濑
潜
藩
》
潜
摞
>
斗

弊

⌒>
ˇ

料
母
·
懿
幂
卦
益
冰
仆
睁
蒋
》
冷
豢
器
>
跸

料
七
∽
商
幂
卦

∞
书
又
"
盼

簿
H
斋

淋
汕
器
>
跸

谢
睁
潘
薄
筏
撼
弊
看
跸

亦
韩

∞
∞
荃

~
∞

“ 
 冖

C)
小
0
ω

ω
№

一
亠
∞

岿
斟
懒
星

⌒№0
№

0
、

制
ˇ

∞
臼
乐

冖
入一
〓 
 μ

C)
一
一
0

ω
o

一
°

0

№0
№

一
书

∞
③
菸

冖
今
〓

C)
一
№

0
`
0

小
一

o

№0
№

№
书

∞
⑵
菸

冖
亠
〓

(=冫
一
ω

0
`
o

一
N
0

心0
№

ω
〓n
甲

~
P



囵
'
`
辫

蒯贤
盼
圃
M
潞

淬

爵
麟
妍
画
冈
Σ
盼
陆
冲
滟
袢
盼
静
淞

⌒
由
ˇ

鬲
游
妍
圈
冈
△
盼
际
冲
潮
全
总
濠
六
由
皿

⌒
点
ˇ

潘
麟
妍
回
冈
Σ
盼
睁
冲
溆
游
盼
盼
紊

⌒
由
ˇ

爵
蒋
褂
固
冈
盼
蓊
裸
艹
器
︱丶
燃
锶
爵

⌒
今
ˇ

鬲
辩
斜
困
冈
琳
≯
鼻
拟
面
茸

⌒
今
ˇ

`
婵

鄂
盼
画
冈

⌒
◇
ˇ 亦

茹

0 C> 《
=》

(=) 0 0
岿
峦
汹
出踏
⌒№8

0
书

ˇ

0 0 0 C〉 <=) (=)

№0
№

小
书

(=) C) C=) (=〉 0 0

№0
№

№
·朴羽

C=) C) C> 0 0 0

№0
№

ω
≡n
羽

N
~



辩
Σ
盱
芯
浓
趔
浓
窘
一淹
聆
疟
·懿
礴

⌒
Ⅺ
洳
ˇ

麟
瑟
聃
M
双

圭
渖
絷
疟
懿
`
邳

谕

⌒̀
N
ˇ

辩
Σ
来
这
一一淞
滏
盼
芯
△
亩
弊

⌒
今
ˇ

麟
Σ
将
嗤
一淋
滏

⌒)
ˇ

辩
》
浓
出
一一浒
滏

⌒)
ˇ

汁
瞠
蚣
默

⌒
守
粞
ˇ
浓
趔
聃
造
一一澌
滏

⌒
◇
ˇ

赫
茹

O
·

宀
门

0
∞

⑶
·
⑶
⑶

冖
· 

h
ˇ

μ

“Q №
N

0 巽
卦
淞
讯
臣
⌒
№0
№
0
扑

ˇ
O
·

小
门

冖0
今

∞

一
日 ∞

C
0 №0

№

冖
监
〓’

0
·

伞
∞

~
冖

今
N
·

∞

一
曰 ∞

〓
0 №0

№

№
书

0
·

o
0

μ
№
°
№

·
0
∞

`日 ∞
③

C> №0
№

∞
书

田
'
舯

塞
淑
溥
潞
啐

聃
藩
〓
藤
浓
郛
廊
象
·
辩
髋
摊
添
蒋
Σ
浮
浓
嗤
一澌
潦
·
辚
淤
啷
渝
勰
淹
·

№
∞



计
'
骚

躲
洋
>
镰

肖

融
另
阶
芯
解
淤

⌒
丬
※
ˇ

到
吴
辨
珊
瀑
理
袢
盼
`
嘟

淋
凇
`
铿

蒋
冫

⌒
划
洳
ˇ

斟
嫒
淳
潜
薄
>
黎

爝

⌒̀
№

ˇ

母
冕
盱
芯
琳
辨

⌒
罚
洳
ˇ

母
爿
蹲
斟
瀑
刹
一袢
盼
`
嘟

漱
璨
`
铿

藤
>
⌒

渊
N
ˇ

七
朔
霉
潜
簿
>
裾

蜜

⌒渊
N
ˇ

蚪
斟
壮
勰
督
睁
爵
辩
漱
规
潜
>
⌒

`
洳

ˇ

瀑
潜
溥
琚
睁
龄
域
淋
嘟
豕
薄
>
⌒

Ⅺ
洳
ˇ

赫
茹

(=9 (=9 ∽
P
u
o

C=) (=) 0 C, (=〉

岿
游
扯
¤+
⌒

№0
№
0
书

ˇ
0 (=〉 门

∞
·门

N

0 0 0 0 ω
0

№0
№

→
〓n
T

(=) 0 0
∞

·令

0 0 0 C〉
· 0

m
o
№

N
·
m
和

C) 0 ~
伞

0

0 0 0 0 0

№0
心

ω
盐
T

~
令



六
'
袢

盼
谛
e
一
一·一咖
品

沸
辩
焖
>
'
△

Ⅲ
跸
睁
>
即

'
壮

`
斡

邴
》
渐
朔

H
'
汹

Ⅻ
H
'
瀚

苌

μ
十
冷
围
狲
毖
`
冫

斟
湔
>
撩

瀑

遣
一一浩
燕

⌒>
m
ˇ

热
造
一一翅
瓣
督

⌒̀
洳

ˇ

外
商
岑
汩酐
醇
谪
e
一
一浩
麻

⌒>
囗

ˇ

谪
造
一一瀵
麻
打
盼

回
镣
一
分
麟
阶
w
一

这

醇
造
一一潜
藏

⌒>
哂

ˇ

赫
茚

C=> C=) (=) μ
·0
ω

№
0
N
O

岿
斟
聃
垒

⌒№0
№

0
书

ˇ

C=) C) 0 u▲ 阳
"
∽

0

~
0
№

一
书

0 0 0 μ
·0
个

Μ
∽

0
0

№0
№
~
·

必
羽

0 C=) 0 P
·

μ
~

Μ
∞

0
0

№0
№

ω
〓盐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