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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刚刚担任临汝县八区

代理区长的刘振邦遇到了几件蹊跷事，

让他心里感到隐隐的不安。

那时的八区其实就是城关区。它的

辖区很大，除临汝县城城区外，南至汝

河，北至登封县界，东至米庙，西至赵

庄。全区有自然村40多个，人口6万多。

刘振邦是从陕西省高平南下的八

路军干部，当时只有22岁，群众都称他

为“八路的小区长”。

让刘振邦不安的是这么几件事。

一次，刘振邦带着两个通信员到辖

区内崔庄村公所公干。办完事后，他和

通信员李和来、郭老八一起到村里一个

姓靳的孤寡老婆子家里去访贫问苦。靳

家寡妇年近七旬，死了丈夫和儿子，孤

苦一人挣扎生活。刘振邦觉得麦收将

到，想去问问她家何时准备割麦，到时

候自己带人去帮她收麦，顺便看看家里

有啥困难帮她解决。3人走到村口时，恰

好遇到附近小学一位姓黄的教书先生，

他们都认识，就打招呼说话，黄老师问

他们干什么，刘振邦对这位黄老师有好

感，就如实告诉了他。

3个人走到村头儿还没有见到靳寡

妇，就得到急信，县政府通知刘振邦立

即赶回县城有重要任务。刘振邦只好和

两个通信员转身直奔县城。

结果他们3人刚离开，有10几个自

称是土匪司令姚保安部下的匪徒，突然

闯进靳庄村包围了靳寡妇家，土匪们在

靳寡妇家没有找到人，又扑向靳庄村公

所，把几个村干部抓走了。

这显然是抓刘振邦的，幸亏刘振邦

有急事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件

事。

那天，刘振邦到另一个村一位叫程

呼来的贫困户家中，想动员程呼来出

来做村农会主席。程呼来20岁出头，家

中一个老母亲，一个小女儿刚两岁，妻

子虽然年轻，但身体常年有病，全家四

口人都靠程呼来打短工生活，十分贫

寒。临汝解放后，程呼来积极参加斗地

主活动，刘振邦发现后几次接近他，接

济他，程呼来非常感激。有一次，刘振

邦试探地问他：“愿不愿意参加村里的

工作？”程呼来说:“咋不愿意，就是家中

拖累太大。”刘振邦觉得再进一步做程

呼来他的思想工作，程呼来就会成为

一个很不错的农会干部。那天刘振邦

到程呼来家后，程呼来痛快地答应了，

说：“只要您区长看得起俺就干。”刘振

邦听后很高兴。当时社会很不安定，土

匪恶霸活动猖獗，很多贫苦人虽然拥

护共产党的政策，但真要让他出来干

革命，他们却不敢干，发展一个敢于公

开领头干的积极分子并不容易。万万

没想到的是，刘振邦做好程呼来思想

工作的当天晚上，一伙不明身份的土

匪闯进程呼来家，把他一家四口全杀

死在一间草屋里。程呼来两岁的女儿

死得很惨，小小的尸体上被刺了十几

个窟窿。刘振邦得此消息后非常愤怒，

他暗自揣摩土匪们杀害程呼来，肯定

与他参加农会一事有关。但是谁把这

个消息透露给土匪的？

第三件事更惊险。

那天，刘振邦带着李和来、郭老八

两个通信员到马庙村开诉苦群众大会。

会罢，他们3人离村返城，刚走到马庙村

南一条壕沟路口，李和来突然说：“刘区

长，你瞧那沟里有啥？”刘振邦抬眼一

看，只见沟里一丛灌木林中，隐约有几

个身影在晃动。刘振邦感到不妙，警觉

地说：“赶紧撤退，有人埋伏。”正好沟顶

的麦田里有一处坟茔，五六个坟包很

大，3个人转身就朝坟包那里跑，准备依

靠坟包做抵抗。

果然，他们刚一转身就被沟里埋伏

的人发现了，有十几个土匪一边朝他们

开枪，一边追过来。3个人快速奔到坟包

处，隐身在一个大坟墓后，朝追过来的

土匪开枪反击，10几个土匪仗着人多，

不顾一切，朝坟包进攻，子弹嗖嗖地从

他们3个人头上飞过。

刘振邦感到凶多吉少，鼓励两个通

信员说：“枪打准一点，他们处在开阔地

带，想要靠近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坚持一会儿，必有人来为我们解围。”

正在危急关头，突然马庙村的村长

一路小跑，到了几个土匪跟前，又是作

揖，又是赔笑着，不知对土匪们说了些

什么话，正开枪的土匪竟然停止了射

击，趁着这个机会，刘振邦招呼一声，3

个人撤离坟包，安全回到了县城区政

府。

后来才知道，马庙村长听说刘振邦

被土匪堵在路上，害怕出事，将来共产

党找他算账，急忙赶到现场说情，还送

了一份厚礼，土匪们这才未继续动手。

当时的村组织多数是过渡性的两面政

权，一边为共产党办事，一边与当地土

匪有联系。因此马庙村村长的这些行

为，刘振邦也理解，并没有追究。

但是这三件事也让刘振邦心生疑

惑，他仔细揣摩三件事之间的勾连，断定

这背后肯定有某种密谋，好像有一双眼

睛始终注视着他的背影儿，而又把看到

的一切向人告密，目的就是要除掉他。

那么这双眼睛藏在什么地方？他又

是如何对自己的行踪了解得那么细致

准确，莫非他的身边藏着一个内奸？

刘振邦把自己的猜想首先向县长

王武烈作了汇报，王武烈说：“你自己有

怀疑的人没有？”刘振邦摇摇头。王武烈

说：“这样，这件事我与公安局局长尹子

明交流一下，让他们查一下，你自己也

多个心眼，留点心。”

有一天，刘振邦把自己的心思对两

个通信员讲了，不料李和来说：“刘区

长，我觉得咱们县独立团的何医生很可

疑，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好像都有他的

影子。”

刘振邦心中一亮，说：“小李，你认

识何医生，怎么会怀疑他呢？”

李和来说：“那天咱们往崔庄去时，

我碰见了何医生，他跟我打招呼，问我

干什么去，我说和刘区长到崔庄村办

事，结果咱们当天差点被土匪堵了，当

时我并没有在意，后来你不是去找程呼

来吗，我在程呼来他们村的村头等你，

突然瞅见何医生慌慌张张地从村中出

来，走得很急，他好像也看见了我，但却

并不愿和我见面，扭身要避开我。我觉

得奇怪，就喊了一声：何医生。他听到我

喊他，只好与我搭腔说：小李，你站在这

儿干啥？我说在这儿等人。他也没有再

说什么，扭身走了。你说他在独立团没

事，跑到那个村干啥？还有，咱们到马庙

村去，从县城出发时，我不知咋着又碰

到了何医生，这次他很和气地跟我说

话，问我干啥去，我说和刘区长到马庙

村开会，他扭头就走了，刘区长，你说这

事巧不巧，咋碰见他三次，咱们三次都

出事了？”

刘振邦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他也

认识这个何医生。这个何医生从山西渡

黄河到豫西，路过伊川县碰到的。那时

部队缺少医护人员，遇到何医生时，他

正在一个村里给人看病，恰好队伍里一

个战士拉肚子，部队首长就让这个何医

生为战士治病。不知怎么，那何医生就

随部队到临汝了。到了临汝，何医生被

分配到临汝县独立团当了独立团的医

生。因为不在一个单位，虽说和他认识，

但很少打交道，难道这个何医生是个混

进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如果真是

这样，那他又为何专门想致自己于死地

呢？

这时，李和来又说了一句话。

李和来说：“我早就怀疑这个何医

生啦。”

刘振邦忙问：“小李，还有啥事？”

李和来说：“不知咋回事，这个何医

生喜欢和我闲聊。有一次，他问我：小

李，你说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我

说当然是共产党好，共产党为穷人打天

下，他说了句：就怕共产党不长久。我又

问他：那你为啥参加共产党？他摇头一

笑，没吭声走了。”

“还有一次他又找我, 悄悄地对我

说：小李，最近你小心点，听说许昌那边

派过来好几千国民党军要消灭临汝这

边的解放军，你还年轻，前头的路长着

哩。刘区长，你说他对我说的这种话是

干啥呢？”

听到这儿，刘振邦突然有了主意，

他悄悄附在李和来耳边，说：“你再去找

何医生，见了他就说……”

李和来点点头，笑着答应了。

刘振邦把李和来和自己说的话汇

报给县长王武烈，王武烈很重视，说这

个何医生我也不太了解。只认为他是你

们带来的，问题不大。

刘振邦又说：“王县长，我想利用李

和来将计就计，弄清何医生的真实身

份，确凿之后，再顺藤摸瓜，抓住他背后

的黑手。”

王武烈说：“可以，我也让尹子明暗

中查一下。”

却说这天李和来兴冲冲地对刘振

邦说：“刘区长，鱼咬钩了！”

刘振邦忙问怎么回事。

李和来说：“按照您的吩咐，寻空见

了何医生，故意说，唉，现在北山的土匪

越聚越多，最近那个小区长，几次被土

匪伏击，差点丢了命。看来还是何医生

你说的不错，跟着共产党干老是危险。

你猜他怎么说？那家伙马上说，小李，这

是我意料之中的事，那个啥‘八路小区

长’是被土匪盯上了，你跟着他干，早晚

非吃亏不中。我假装发愁说，是啊，有啥

办法呢！那家伙立刻很有兴趣地说，小

李，你这么年轻，又聪明实在，如果真有

意再找出路，回头我来想办法。”

刘振邦追问道：“他给你想了办法

没有？”

李和来说：“我故意拖了两天，又去

找他，问他有啥办法。他对我说，小李，

实不相瞒，我在你们临汝碰到了以前认

识的一个人，他是国民党许昌专署安排

到临汝的剿共特派员，手里拿着许昌专

署好几张空白委任状，只要谁对剿灭共

产党有功，立刻就能在委任状上填上名

字，什么县长、团长、司令的都可以干。

像你这么年轻，只要立功，弄个营长、连

长的干小事一桩。我急忙问他那个国民

党特派员在哪儿？能不能见见面？他却

支吾起来，说这可不行，除非你立下大

功。我也不敢再问下去，就凭他说这些

话，就证实他就是国民党的暗探，把他

抓了吧！”

刘振邦说：“不行，要抓住他的真凭

实据，还要揪出他身后的那个国民党特

派员，你还要再把戏演足。”

李和来问：“咋演哩？”刘振邦说：

“这样，我们再唱一出苦肉计。我找个借

口，给你一个处分，撤掉你的通信员，让

你到区政府炊事班做饭去。你假装委

屈，再去找姓何的，看他有何行动，另外

你可暗中观察他的行动，看他会和什么

人接触，有什么情况立刻找我汇报，注

意别让他识破你。”

李和来说：“中！”

李和来走后，刘振邦又向县长王武

烈作了汇报，王武烈指示说：“你这样安

排很好，但要注意李和来的安全。尹子

明也派人到伊川暗中调查去了，还没有

回信。”刘振邦改天就在区政府的一个

会议上批评李和来在下乡工作期间违

反群众纪律，并宣布撤销李和来通信员

工作，派往炊事班工作。

苦肉计果然奏效。

过了两天，李和来偷偷向刘振邦汇

报，他又去找了何医生。抱怨说共产党

的事不能干，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撤了

他的通信员。这次何医生很干脆，直接

对他说：小李，你只要能提供刘振邦的

具体活动情报，就算立了大功。只要我

们根据你提供的情报除掉了刘振邦，我

就可以为你弄个国民党五县剿共部队

的连长干干。

李和来还提供了一个信息：何医生

曾几次与崔庄村那个姓黄的教书先生

见面。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情报。

刘振邦交代李和来说，既然姓何的

让你提供我的活动情报，你就去报告

他，我明天晚上到段子铺开会，开会后

就住在段子铺，看他怎么样！

李和来走后，刘振邦找县长王武烈

再次作了汇报，王武烈说：“你按计划行

事，我明天晚上派公安战士配合。”

果然，第二天晚上刘振邦正在段子

铺开会，忽然外面响起一阵激烈的枪

声，刘振邦知道是何医生上钩了，非常

高兴，不一会儿县公安局局长尹子明带

着几个公安战士，来到了村公所，对刘

振邦说：“刘区长，不出所料，我们在村

口埋伏，打死了8个土匪，活捉了15个，

何医生也被抓住了，大获全胜。”

审讯何医生得知：何医生原名何全

祥，曾在洛阳国民党青年军干过，青年

军被打垮后，他逃到了伊川县投奔一个

亲戚，靠早年家传的中医技术在四乡行

医，后来混入革命队伍，到了临汝。不料

在临汝遇见了从前结识的国民党特务

黄伯先。黄伯先是国民党许昌专属派到

临汝地区的特派员。他明里是一个学校

教员，暗地里负责收集地方情报，并联

络指挥地主、土匪队伍进行反革命活

动。两人见面后，黄伯先就拉拢何全祥，

并封何全祥为五县剿共司令部上校参

谋，让他提供情报。因为黄伯先在崔庄

村学校潜藏，他们就决定设法除掉刘振

邦这个区长，制造混乱，便于黄伯先隐

藏。不料三次行动，都没有得手，又让刘

振邦识破了他们的身份。

当天，国民党许昌专署特派员黄伯

先也被抓捕。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

出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历史上，神奇的温泉水曾经引得众多帝王后妃前来观光沐浴。女

皇武则天就曾多次到过温泉。

据说在公元700年2月22日，大唐女皇武则天带着大批随从，渡洛

河、跨龙门、浩浩荡荡朝温泉而来。经过一天的行旅，当晚停驻在白沙

坡上。白天的车马劳顿，使武后头一挨着枕头就进入了梦乡。这一觉睡

得十分香甜，第二天天一亮，她睁眼醒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感叹道：

“好安静啊！”从此，这个村子便改名为“大安”，且一直沿用至今。

武则天曾伴随着她的丈夫唐高宗来温泉游玩过四次，由于受着各

种清规戒律的约束，她总觉得玩得不够尽兴。这次前来温泉，她是以君

临天下的帝王身份而来，并且这次她还带着才华横溢的上官婉儿及宋

之问、沈诠期，杜审言(杜甫之父)、苏味道(苏东坡先祖)等大批文人墨

客，是打定主意要玩出个名堂来的。

受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在兰亭聚会“曲水流觞”的启发，武则

天命人掘一大池，热气蒸腾的泉水冒着水泡从池中心向四面八方流

去。她又命群臣围池而坐，然后把斟满美酒的羽杯放到池中央，酒杯借

助热水的浮力，在水面漂流前进。酒杯漂流到谁跟前，谁就得一饮而

尽，而且还得作一首诗，以庆升平。

当时正值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群臣心情舒畅，于是诗兴大发，一

杯酒一首诗，半天就有几十首，几天下来便成一本厚厚的诗集。武则天

十分高兴，立刻命人为诗集作序，又命大书法家殷仲容执笔书丹，立碑

刻珉以事宣扬。

这次发生在汝州文坛的盛会影响颇大，后人便在池子上方建造了

一座亭子，叫流杯亭。群臣写的侍宴诗被汇集成册，叫《流杯亭待宴

诗》，《全唐诗》中就选录有部分侍宴诗，直到三百年后，北宋大文学家

欧阳修在畅游温泉流杯池后，还欣然提笔为这本诗集作跋呢。

流杯亭，也叫风月亭，温泉人称八卦亭，历遭毁坏又得以修建，

2005年群众盖房时，彻底扒毁。

讲述者：曹全民

整理者：陈 凝

武则天游温泉

民间故事

锄 奸

汝州党史故事汇

牛肉烩面
我们经常听到“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圣贤，用在美食中也是极为恰当。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汝

州市，一定会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

烩面是河南美食的代表，不论在全国的任何地方，吃上一碗烩面，你都和河南老乡有唠不完的家常。在很多人印象里，烩面

都是以羊肉居多，牛肉烩面就显得格外稀罕。好的美食总是不背于人，在店里食客可以看到厨房里所有的操作流程。热情的老板

带我们走进了后厨，一碗烩面的诞生过程，也一览于眼中。

曾有人说，吃一碗烩面的过程就是品味人生的过程。

筋道的面条可宽可细，就如同人生的路有宽有窄；面饼在厨师的拉伸中上下起伏，就如同人生必须要经历起伏；乳白的汤汁

细腻润滑，这背后却是骨肉历经煎熬而来的精华。

在烩面上桌之前，加上香菜、海带和葱花，放上辣椒后，色彩相映之间，人生色彩的斑斓也走进一碗烩面之中。而伴着烩面，

吃上几瓣蒜，属于劳动者特有的豪放，正是这隐于闹市里的美食特有的人间风味。

一碗好吃的面，要经历面板的摔打，还要经历沸水的翻滚。或许世上本没有天生的美食，只是在长久的坚持中，厨师把心情

融进了制作过程中，慢慢形成了激发人们快乐的一种味道记忆。

几个好友一起，每人一碗烩面，再配上个简单的小凉菜，这就是汝州人日常的一顿午餐。

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生活中的幸福在哪里，当你来到汝州，看到食客脸上的笑容就会很容易找到答案。幸福，并不是单纯的享受，它是

在劳动间隙中，停下休息时，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和好友聊聊家常，谈笑之间自然流露在脸上的笑容。没有什么太多的大道理，

只有日常的小坚持，守住一种味道，就有朋友为你而来，或许这就是做好一碗面的秘诀。

牛肉烩面做法

食材：面、牛肉、海带、葱花、香菜。

做法：加盐水和面，把和好的面擀成面饼，抹上食用油防止粘连。面饼下锅前，用手快速拉抻，直至成
为扁平的面片。牛肉切大块，炖制。牛骨汤加清水熬制面汤，配以老汤做成面汤。面熟后，加上香菜、海带、

葱花即可。

特点：面皮润滑、肥而不腻。 节选自《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上接第2844期）

采访组：崔时欣同志，您好！

习近平同志1982年刚来正定县

的时候，您是最早见到他的工作

人员之一，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

景。

崔时欣：习书记是1982年春

天到的正定县。当时，我们新建

的县委办公楼正在施工，还没盖

好，县委还在一排老旧的平房办

公。那排平房一共7间，第一间是

值班室，后面6间是办公室，供县

领导办公用。

那天，我正好在县委办公室

值班，习书记坐的车开进院里

来，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车一

停，一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和习书记就下车了。我一看，习书记穿着挺

旧的一件衣服，但人很年轻，很精神。

省委的同志问我：“书记在吗？”

我说：“在呢，你们先进屋坐一会儿，我去叫冯书记。”

冯国强书记在那排平房的最西头办公，我就把他叫出来了。

冯书记跟他们见了面，谈了一会儿话，随后就找到我，跟我安排说：

“习近平同志到咱们县来当县委副书记，你给腾出一间房子来让他办公

吧！”

我就在那一排平房当中找了一间闲置的屋子，帮他收拾。那个房间

里有一张两条板凳搭成的床，两个黄色的木质办公桌。因为这间办公室

长期没人用，里边都是尘土。我把习书记的行李从车上搬下来，屋里收

拾干净，东西都放好。这个过程中，习书记也一直没闲着，和我们一起

干。收拾好了，屋里利落多了：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书橱，还有脸盆、

暖壶啥的。随后，我又给他找来两把椅子。这样，如果办公的时候有人来

访，三两个人也能坐得下了。

采访组：您和县委的同志当时知道他父亲是习仲勋同志吗？

崔时欣：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县委的同志

有了一些传言，说习书记是高干子弟，来正定之前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

工作。

时间长了，跟习书记熟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他都不像

个高干子弟。他跟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关系都特别融洽，我们大多都抽

烟，他抽烟不多，但平时看文件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也抽。有的时候，一起

开会或者谈事情，他拿出烟来，经常分给大家抽。有时候他自己没烟了，

也管我们要：“老崔，来根烟！”

我们那时候都抽特别便宜的烟，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给他。我说：“我

这烟不强，你抽得惯吗？”习书记从来不挑，他说：“我平时也是抽这个，

不强我也抽。”

我就想，高干子弟能抽这烟吗？他们怎么也得抽“中华”吧？习书记

跟我们抽这种几分钱一包的烟，他能是高干子弟吗？我慢慢觉得，他应

该不是什么大官的儿子，在生活上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基层干部，没

啥区别。

我们县委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次，我们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看电

视，正好新闻上有中央一个会议的报道，习仲勋同志出现在画面上了。

这时，有个人就问习书记：“老爷子身体怎么样？”

习书记笑而不答。

旁边的赵建军同志直接问：“习书记，人们都说你是习老的儿子，你

到底是不是？”

习书记笑笑说：“这个事，我不否认。”

这一下，大家就都知道了，原来习书记就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但

从那以后，我们县委的普通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因此和他疏远，反而关系

更亲近了，而且亲近当中还更佩服他了：你看，人家一个副国级领导人

的孩子，从中央国家机关下到我们小县城，工作那么兢兢业业，和我们

普通人的关系这么好，生活这么简朴，真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

您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谈一谈。

崔时欣：先说说他穿的衣服吧。习书记在正定期间，平时穿的最多

的就是一件绿色的旧军装。他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一件灰色的

西装，也挺旧了，平时很少穿。有时候他回北京探亲，也会换件衣服。他

平时很少戴帽子，冬天冷或春秋刮大风的时候，戴一顶很平常的军便

帽。至于裤子和鞋，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以说，习书记穿的戴

的，没有一件是“高级货”，他什么时候都是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穿着打

扮。（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