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东北十几里地的箕山脚下，有个村庄叫米庙，这个村子原来

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传说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户姓米的人家，一

家人勤劳能干，农忙时在土地上劳作，春种秋收，汗水掉成八瓣儿。农

闲时磨豆腐喂猪，做酱油醋，走乡串户做生意。由于勤劳能干成了一

方富户，有土地有作坊，不愁吃不愁喝，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家里虽然富了，但从不忘过去的艰难日子，和乡亲们处得很好，

对人和蔼可亲，尊老爱幼。谁家没有牲口种不上地，他把牲口送去；谁

家断了粮，他把粮食送去；谁家的红白大事没钱办，他把钱送去。乡亲

们都很喜欢他。米家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件事不满意，老伴儿不会生

育，眼看已年过半百仍是无儿无女。老伴儿几次劝他：“我不能为你生

儿育女，心里很不好受，你还是再娶一个年轻的，能为米家生个一男

半女，也好接替香火。”他也总是这样安慰老伴儿：“没儿没女，咋只能

怨你呢，我就没有份儿？接替什么香火，我们看得见吗？我们过得好好

的，何必去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呢！”

乡亲们看着这么好的老两口没有儿女，也都为他们着急，有不少

好心人劝老米再娶一个，要是真的不想再娶，那就抱养一个，也好传

宗接代。米家老汉笑了笑说：“那才叫愚蠢呢，别人不知道，自己还不

清楚，那传的是谁的宗，接的是谁家的代？那是买个烧饼揣怀里———

自己哄自己！”

老两口就这样活到老干到老，相敬如宾，恩恩爱爱地活着。

俗话说行了清风，就一定会有细雨，到了老两口干不动的时候，村

里人争着照顾。这家给他们提水，那家给他们送柴，有了病争着为他们

去请医生，争着来侍候，和侍奉自己的亲人一样。临终时，米老汉把村里

的几个头面人物找来交代：“俺两口子下世后，全部家产分给乡亲们，你

们几个掌管，谁家有困难就帮谁家解决，不要叫乡亲们过不去。”

老两口去世后，乡亲们每当想到米家的好处，就到他们的坟上去

烧烧香上上供，后来，大伙又在村上为他们建了一座庙，塑了他们的

像，逢年过节都要去敬上一炷香，烧上几张纸。时间长了，人们把这座

庙叫成了米爷庙，那个村子也因庙得名米爷庙了，再后来又被简化成

米庙了。

讲述者：李成义
整理者：李泉海

剪纸是一种在农村流传很广、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传承上

百年的汝州剪纸，是豫西地区优秀民间艺术的结晶，在中原剪纸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汝州剪纸传统技艺可上溯至西汉，盛于宋代，广泛流传于民间，特别是明清以后，民间剪纸艺人主

要创作窗花、顶棚花、墙花、喜花、吊钱、吊挂刺绣花样，吉祥帖等大众作品。清末民初期间，已经涌现

出蟒川镇李少初、李荣等剪纸名家。解放后至改革开放期间，又先后涌现出李政“吉祥剪纸”、赵玉莲

“实用剪纸”等剪纸名家。

汝州剪纸吸收了书法、绘画、雕刻等各种民间艺术特点，所选题材多为山水风光、传统建筑、各类人

物、花鸟鱼虫等，也选取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和人们所喜爱敬仰的英雄豪杰等形

象。经过历代艺人改进、创作，逐渐形成了构图简洁粗犷、人物形象生动、线条细腻简练、造型夸张、色彩

专一、风格独特的特征，充分体现了汝州劳动人民淳朴、热情的性格及追求喜庆祥和的审美情趣，具有

很高的艺术价值。2014年“剪纸”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汝州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王荣珍、吴广武、姚秋霞。

刚鑫雨 杜宏伟

汝州非遗项目———剪纸

非遗进校园活动中，剪纸非遗传承人现场为学生示范剪纸

汝州·非遗民 间 故 事

米庙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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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
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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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广善，又名秦光善、秦嘉臣，汝州市大

峪镇刘窑村许台自然村人，出生在1890年前

后。1957年，因病去世，享年60多岁。抗日战

争期间，他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培养

下，从一个地方武装的小头目，逐步成长为

大峪抗日根据地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为大

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60多年了，但他的名字

和事迹依然在广大群众中传颂。

秦广善系中农成份，当过国民党保长，

为时不长。1944年5月，汝州被日本侵略者占

领时，国民党军队溃逃遗弃了不少枪支弹

药。一些群众为了保卫家园，联结起来，建立

了“联庄社”。但是，这些“联庄社”大都被地

主、恶霸、土顽所利用，以致被他们引入歧

途，变成他们各霸一方、争权夺利、残害百姓

的工具。

汝州市大峪镇许台一带的农民武装“联

庄社”，以秦广善为首，有60多条枪，他占山

为王，把守着大峪店往南的唯一出口———石

界岭。他和焦道生下边的一个土匪营长南铁

栓有点矛盾，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秦广善

不仅搞了一些枪支，还搞了一些马匹，南铁

栓向秦广善索要马匹，秦广善不给他，从此

就结下了仇怒，伪军团长黄万镒看到秦广善

有枪支马匹，也想吃掉秦广善，他们之间也

存在矛盾。

1944年10月，八路军皮定均、徐子荣领

导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当地进步人士于

培周、郎占选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开辟临汝

县大峪抗日根据地，建立中共临汝县委员

会、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抗日区政府。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皮徐支队和县、区

领导党峰、张清杰等，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

这些武装内部，做深入细致的争取工作。张

清杰同志代表皮徐支队和抗日县政府领导，

把秦广善请到大峪店设宴招待，给他讲述日

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

和政策。经过张清杰的耐心劝说后，秦广善

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听从

皮徐支队的领导，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抗日

县政府即任命秦广善为抗日区大队副队长

兼中队队长。抗日县政府派王实虚、肖载天

同志去协助秦广善工作，后来被任命为秦广

善中队的正、副指导员。

秦广善奉命把守大峪店地区南大门—

石界岭。石界岭是山下土顽、日伪进攻大峪

店的唯一通道，大峪店的安全与秦广善是不

是真心实意把守有直接关系。军区司令部迁

到大峪店后，王树声司令员又亲自做秦广善

的工作。他主动与秦广善接触，同其交朋友，

还经常帮助他家干农活，挑粪、刨红薯，使其

深受感动。秦广善拍着胸脯说：“我秦广善算

什么!王司令您把我看得这么高。今后，我要

干半点对不起八路军的事，我就不是娘养

的!”在王树声司令员的教育和影响下，秦广

善日夜坚守石界岭，山下的日伪、土顽多次

拉拢他，都被他顶了回去。他还协助政府成

功地粉碎了郭钊中队和张玉林中队的叛变。

刚刚成立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很快成

了日本侵略军和伪、顽反动势力进攻的目

标。他们勾结起来，不断向大峪抗日根据地

进行清剿和骚扰。反动势力除了军事上对根

据地进行骚扰外，还暗地里拉拢、收买抗日

根据地内部的不坚定人员。张玉林系班庄村

人，是大峪抗日区政府区干队的一名中队

长，他接到杨香亭给他的联系信后，找秦光

善联络，准备对抗日县政府和区政府下手，

秦广善把他们当面训斥了一顿，并马上把这

一情况告诉了张清杰同志。他说，“你要注

意，张玉林和杨香亭联系上了”。当时，杨香

亭给张玉林写信说：“八路军是外地人，不久

就要跑掉了，咱们是本地人，不要跟他们，我

们是代表中央、代表政府的，我们占领大峪

店，我们就是政府，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发

展武装力量，一定对得起你。”秦广善给张玉

林说“你不要脚踩两只船，共产党、八路军得

人心，杨香亭会能站得住？脚踩两只船，将来

性命难保。”于是，秦广善和抗日县区领导，

迅速共同研究了挽救和控制张玉林的对策，

才没有出大问题。

1944年11月，黄万镒带500团丁来到许

台村，要求秦广善脱离八路军，归顺于他。秦

广善拒而不见，黄万镒恼羞成怒，命令部下

洗劫了许台村，扬长而去。秦广善立即带领

区干队赶到程窑村，与黄万镒展开激战，夺

回了黄万镒抢走的财物及牛羊，还给了群

众。从此，秦广善与黄万镒结下了深仇。

大峪店南边山下的焦村，有个大土匪头

子，名叫焦道生，手里约有七、八百条枪，号

称2000人。他曾到密县、登封一带拉过游击

（土匪）发了横财。焦道生派人到大峪店以南

十几里的地方拉肉票、抢牲口，闹得老百姓

无法过活。老百姓纷纷找八路军皮徐支队想

办法对付焦道生。张清杰派秦广善给焦道生

送去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抗日，我们不打

你，还可以交朋友，但必须把你抢走的东西

全部送还老百姓，以后再不准来扰乱我们的

地区。如果不然，我将带部队进入焦村，把你

全家的房屋炸为平地。”当时，焦道生家正在

兴建楼房，他父亲已70来岁了，听到这消息，

每天哭叫着骂他，说他给家里惹祸了，全家

人吓得夜间不敢睡觉。焦道生每天都在准备

着皮徐支队去打他们（他估不透我们的力

量），加上秦广善过去也是干这一行的，故意

吓唬他们。焦道生很快托人送信来，完全答

应皮徐支队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的要求，还

苦苦请求张清杰同志去他那里一趟，愿和张

清杰同志结为生死之交。有一天，张清杰在

秦广善等人的陪同下，到了焦道生家。焦道

生大摆宴席，把几十个中队长以上的土匪头

子集合起来，听张清杰同志讲话。从此，焦道

生家里变为张清杰同志在山下活动的落脚

点。后来，张清杰又去过焦道生那里十多次，

大部分时间都是秦广善陪着一道去的。秦广

善的家，也成了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孔

祥祯、张静（老红军战士，解放后曾任河南粮

食学院院长）、王才贵（解放后是河南军区副

司令员）等同志的落脚点。有一次（约1945年

5月）秦广善还陪同王树声司令员、戴季英政

委、孔祥祯同志、张清杰同志到了焦村焦道

生家，在他家住了一天。

1945年农历二月初一清晨，临汝县抗日

县政府获得情报，有一股日本鬼子约有上千

人从登封南下，经大峪店分三路合围入侵焦

村。为了阻止日军侵入焦村，临汝县抗日县

政府把拦截登封方面来敌的命令下达给了

秦广善。接到命令后，秦广善与副手吕九、张

全成、秦连成等率百余名队员选好地形，提

前进入阵地，隐蔽在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孟

窑村附近。

到后半夜，沿黄涧河羊肠小道蠕动而来

的日军开始进入秦广善和他的战友设下的

埋伏圈。秦广善命令队员不要声张，慢慢收

紧“口袋”。次日，天快亮时，日军已全部被装

进“口袋”。这时，秦广善一声令下，一时间枪

声大作，日本鬼子成了瓮中之鳖，嗷嗷乱叫，

无处藏身，只有挨打的份儿。中午时分，双方

在争夺一个叫茶壶盖山的小山丘时，区干队

员张全成突然跃出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

格斗。枪托被打断后，张全成抱着鬼子在地

上滚。生死关头，援兵出现在茶壶盖山上，一

枪结果了这个鬼子的“狗”命。在孟窑阻击战

中，秦广善他们缴获日军战马一匹，步枪上

百支。打死鬼子多少，当时没有来得及清理

战场队伍就撤离了，因此也就没有统计上

来。这次战斗结束后，党峰同志在大峪店街

南头戏台上，主持召开庆功大会，会场上挂

着毛主席像。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

给战斗英雄张全成一支步枪，并号召广大民

兵向张全成同志学习。接着，军区和支队司

令部，以及县、区政府又在黄窑村召开追悼

会，追念阵亡的民兵战士。

1945年，农历三月二十八，顽匪黄万镒

对大峪抗日根据地南部进行骚扰，他们到了

许台南边的头道山神庙。我区干队队长秦广

善立即集合民兵上山抵抗。但是他们只打了

一排子枪未照面就走了。秦广善、秦书照、秦

太和等人开会研究，分析敌情。他们认为敌

人每次骚扰都是不打一天，也要打半天。今

天为什么只打了几枪就走了？这里边一定有

鬼,秦广善又一想，今天不是山下太山庙古刹

会吗？咱们的人去赶会的一定不少，黄万镒

这家伙一定会把咱们的人扣下来做人质。果

真不出所料，黄万镒就是扣留了我们20多个

人。其中我区干队员就有10几人。于是他们

研究立即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把黄庄管辖

范围进山驮煤的20余人扣留下来，以此作为

交换条件，黄匪一定会把我们的人放回来。

但是黄匪不但不放人，还对我方人员进行残

酷迫害，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还用开水往头

上浇。在这种紧急而严重的情况下，秦广善

当机立断说：“给黄庄送信，警告黄万镒，如

果他敢杀我一个人。我要杀他三人来偿还”。

为了尽快把问题解决，又进一步了解到黄万

镒的师爷（秘书）冯书林（家住安沟村）的家

属正好在家。大家认为必须把冯的家属抓起

来，问题才能解决。于是，秦广善带领区干包

围了冯的家，将其父亲、妻子、小孩等人抓了

起来，又牵了他的牛、羊。冯书林的大哥冯才

娃慌忙跑到黄万镒那里苦苦哀求，要黄设法

营救他家。黄万镒这只狠心的豺狼对此情况

也束手无策了，无奈只得请焦道生出面调停

了结此事。焦派其队长南铁栓、武中保到许

台村交涉并达成协议：“双方都不准杀对方

的人，决定双方定时把扣留的人全部带到神

德宫庙前进行交换，各自领回各自的人。”黄

万镒妄图用人质对临汝县抗日县政府要挟

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

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

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中国共

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

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同年10月，王树声领导

豫西地区军队，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主动撤离大峪根据地。秦广善与大峪200多

名基干民兵一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

别家乡，告别亲人，跟随八路军大部队南下

大别山，与新四军李先念部汇合。后因部队

在一次突围中被打散，与大部队失去了联

系。秦广善和黄窑村的李仁义经过二个多月

的跋涉，才回到家乡。

秦广善随八路军南下后，黄万镒带领国

民党反动势力，对大峪抗日根据地人民进行

了疯狂的迫害，许多留下来的民兵被逮捕杀

害。秦广善及其近亲属20多间房屋，被敌人

一把火烧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秦广

善及其亲属14口人，背井离乡，一路乞讨，跑

到渑池县躲了起来。直到1948年汝州全境获

得解放，秦广善和家人分批回到了家乡，从

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回到家乡后，他曾到

临汝县公安工作，积极参加剿匪反霸斗争。

1950年回乡务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忘大

峪老区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所

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于1951年9月6日至25

日，派出中央北方抗日根据地访问团河南分

团许昌分队临汝组对大峪抗日根据地进行

了访问。访问团到大峪店后，建立了访问工

作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烈军属、模范座谈

会、乡村干部会、区乡农代会等各种会议，对

老根据地的地理环境，模范人物和先进事

迹，沦陷后人民遭受摧残的情况，解放后的

发展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等进行了调

查，听取了根据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选举

出参加区域代表会的代表69名。并选举秦广

善等三名同志，光荣地出席了在许昌召开的

豫西老区代表大会。

1952年，秦广善带领许台村群众，自力

更生，土法上马，经过2年多的苦战，修筑了

一条长2.4公里的自来水渠，把十一口村附近

的黄涧河水引到许台村，使许台200多亩农

田变成了水浇地。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

但这条自来水渠仍然在使用，造福着乡里乡

亲。

1957年，秦广善因病去世，享年60多岁。

（该文根据2018年3月26日与大峪镇刘

窑村秦庆、焦玄、冯玉花等人的座谈笔录及

有关历史资料整理而成）

抗日英雄秦广善
●李翔宇 李晓娜

汝州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这项工作关系十三亿多人生

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

理，关系垃圾处理中的“邻避”困局能不能从根本上破解。

目前，垃圾数量增加迅速，传统填埋方式处理空间不

足，而采取清洁的焚烧方式普遍受到“邻避”干扰，重要原

因是没有普遍建立垃圾分类制度，垃圾分类试点试行十六

年基本上仍在原地踏步。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制

度。要研究总结浙江等地的好经验，加快在全国推广。要加

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

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

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

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的方

案，发布后各地方要认真贯彻落实。要加快研究制定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的法律，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制定地

方性法规，像生态文明试验区、北京上海这类国际性大都

市、各地新城新区等就应该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率先建

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为全国作出表率。要加强考核

评价，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做得好的地区要表扬，做得差

的要批评。党政军机关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要率先

实施垃圾分类制度。要增强文明素质教育，把垃圾分类知

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幼儿园抓起，培养全社会良好习

惯。要加强生活垃圾“四分类”处理的系统性设施建设。各

地在编制市县空间规划中，要对垃圾焚烧厂提早布局、

明确厂址，破解“邻避”困局。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

话》(2016年12月21日)

正定县距石家庄比较近，我抽时间就去了，而且去了

不止一次。结果，这几次赴正定的考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我是做干部工作的，对干部和人才的事很敏感，

习近平同志打动我的，首先是他在正定县实施的人才战

略，是他大念“人才经”，大力推动人才建设。用他自己的话

说，福建念“山海经”，青海念“草木经”，我们正定可以念

“人才经”。人才战略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内用、外

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多种形式，打开人才开发工作

的新局面。

我当时对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做了调查：他先后调整

了220个基层领导班子，提拔了570名优秀青年充实基层领

导岗位；还把160名专家学者型干部充实到县里各级班子，

很多有专长的干部在他任职期间得到了提拔。

他还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当年正定县民间办了

32所学校，涉及的培训项目有无线电、钟表、建材、缝纫、木

工、美术等多种专业。他还组织了电大、函大、刊大，仅在他

任职期间，就有多达760人参加这些高等教育课程。此外，

习近平同志还选派了20名优秀人才到西北大学深造，培养

人才后备力量。

作为县委书记，他为了招揽人才，采取了很多特殊办

法，其中有些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很少能做到

的。比如，他在县里设立了招贤馆、人才楼、人才技术开发

公司，用专门机构来管理人才，给人才提供强大的硬件支

持。

在当时那个思想比较保守和“左”的流毒仍然严重的

年代，习近平同志大胆使用了很多当时社会上有非议或不

认可的人才。比如，有些家庭成分高的、地主富农成分的人

才，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复杂的、以前犯过错误没人敢用的

人才，他看准了就大胆使用。即使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

要改正了，他就给人家机会，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事实

证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表现都不错，后来都不同程度

地为正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上请”人才，也花了大力气，他自己执笔

给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写了100多封信，有些信我在调查

过程中看到了，写得很诚恳。比如有一封给学者的信中写

道：

“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

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

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

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