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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

传说元朝皇帝本来有统治中

原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后来只坐

了九十来年，就被朱元璋推翻了。

这是为啥呢？

原来，成吉思汗带着他的蒙古

铁骑正与金兵恶战，突然接到报

告，说他母后病重，要他火速赶回

家去，不然连母后的面也见不到

了。成吉思汗是个孝子，听说母后

病重，就把前方战事交代给手下大

将，骑马回到了后方。成吉思汗赶

回后方，见了母亲，他母后对他说：

“儿呀，我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见

到一座白塔，一个青衣童子对我

说：‘那白塔里有汝窑青瓷奁形香

炉一尊，汝窑鸡心碗神灯一个，只

要进塔在香炉里烧上三炷香，在神

灯里添上三碗油，你的儿子必得中

原，你也可延年益寿，长命百岁。’

我正要进塔时，梦就醒了。”成吉思

汗急问：“母后，莫非要儿子寻这白

塔，替您还愿？”他母后说：“我细想

此梦，定是神的指令，你快快派人

四处探查，不可大意。”

成吉思汗遵从母后之命，就带着人马四处

寻找。这天他们来到汝州地界，在城北的大山

深处看到一座高塔，和他母后梦中所见白塔很

像。只是这座塔十分破旧，塔身上长满荒草。成

吉思汗心里很失望，心想，这样破败的塔内会

有啥珍贵物品。无奈母后有命，他只好撩衣进

塔。进去以后，真的看见塔内摆着两件青瓷，其

釉色莹润如玉，造型古朴典雅，隐隐透出一股

圣洁通灵之气。成吉思汗早听说汝窑是宋朝宫

廷用品，就是还没见过，今天一见，不禁肃然起

敬，就亲手燃了三炷香，插入香炉，又在神灯里

添了三碗油，垂手低头祷告。

正在这时，忽见青烟缭绕中走出一个青

衣童子。走近他的身边，轻声说道：“此品系天

子之宝，凡人不得窥见，今既给你见了，此品

将随金兵所藏一百二十多件汝窑青瓷归你子

孙所有，万望你好好珍存，保你大元坐稳江

山。”

成吉思汗闻言大喜，立即传下命令：今后

碰到汝窑瓷品，无论多少，一定要妥善保护，

不得毁坏。可是他的兵士们都是大老粗，只知

道打打杀杀。后来蒙古兵攻进金兵占领的汴

京时，把宫中珍藏的一百二十多件汝瓷尽情

毁坏，等到大将们传令不准毁坏汝瓷时，只剩

了八九十件。因此，元朝皇帝在中原地区也只

坐了九十年，就被朱元璋的队伍推翻了。要是

蒙古兵不毁灭汝瓷，说不定元朝也不会垮得

那么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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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民间故事

识不多则多虑，威不多则多怒，信不多
则多言

原文：识不多则多虑，威不多则多怒，信不多则
多言

———曾国藩十八字真言

译义：见识不足难以决断就会思虑过度，担忧狐

疑，缺乏安全感；威德不足以服众就会容易发怒；信

用不足的人，怕别人不相信，通常就会费尽口舌去讲

更多的话。

感悟：有时候多思虑，惶恐不安的生活并不是外
界给我们的，而是自己见识浅薄造成的。想要改变这

种状况，就要充实自己，开阔眼界。“读经长学问，读

史长见识”。多读前人的优秀书籍，借鉴前人的智慧

经验，遇到事情自然心开意解，知道如何应对处理。

有人用发怒来树立威望，其实会事与愿违，因为

发怒暴露出了德行的不足。威望都是从德树立而来，

道德的力量可以慑服一切大众，而真正有学问、有道

德的人表现出来的必定是谦虚恭敬和平易近人。

《易经》中有句话：“吉人之言寡，躁人之辞多。”

话多有时候从侧面表现出了一个人信用的缺失，所

以守信非常重要。话不在多，一言九鼎，方能服众。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自然

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要从青海实际出发，全面落

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

体功能全面得到加强。要统筹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

排、环境整治、美丽城乡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

加强三江源和环青海湖地区生态保护，加强沙漠化

防治、高寒草原建设，加强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

三北防护林建设，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综合治理，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生态底线，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

《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节选）》
（2016年8月24日）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

北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

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把握好战略定位、空

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

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

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

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

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总体规划经法定程

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

在北京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7年2月23日、24

日），《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
北京的发展要着眼于可持续，在转变动力、创新

模式、提升水平上下功夫，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努

力打造发展新高地。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

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

对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等突出问题，要系统分析、综

合施策。

在北京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7年2月23日、24

日），《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
近些年来，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取得显著成

效，但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绿色还不够

多、不够好，我们要继续加油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综合治理，加快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步伐，增加绿化

面积，提升森林质量，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共同把祖

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

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2017年3月

29日)，《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

那时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

高产县，大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可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人们生活水平并

没有什么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

正定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干部

给我说：“幼辉，你别看我们高产，村里

有的户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我听后大吃一惊：“还要到无极县

买山药干吃？咱们的粮食不够吃啊？”

他说：“都上交了，上交的太多

了。”

我们30万亩的土地种粮食，总产

量是2.4亿斤，亩产是800斤。这2.4亿的

产量，要上交7600万斤，剩下1亿6400

万斤再分给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

这些粮食，还是原粮，是带壳称的，而

且就这些粮食，除了人吃还要喂马，还

要留下一年的种子，社员的口粮的确

不多。近平说，正定是“高产穷县”。这

话虽然不好听，但说的却是实情。他很

直接地提出来，这个上交数量不合理，

老百姓负担太重。

他向省里领导提意见说：“我们是

‘跨长江’的第一个县，但是我们老百

姓吃饭还成问题呢！”后来，上级领导

经过调查研究，感到正定确实是上交

太多了。考虑到正定的实际情况，决定

给减掉2800万斤。这样，我们人均一下

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饭问题就比过

去好了不少。

群众拍手称快，夸赞说：“到底是

北京来的干部，近平这小伙子魄力真

大！”其实，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并不是不知

道，但别的干部没有这个胆量向上级

反映，近平就敢，这就表现了他实事

求是和敢于为群众担当的精神。

采访组：刚才您讲到，初次见到习

近平同志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旧军装，

很“土”，那么他平时的生活都是这样

简朴吗？

王幼辉：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
众谋利，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

我到省里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来看

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饭店。快

到中午的时候，11点半左右，他就走

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

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其实我完全可以领他在省政府招

待所吃饭，但他到点准走，不愿意给我添

麻烦，我也从不留他，老朋友之间没必要

那么客气。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饭

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

了，他说：“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吧。”

当时，近平已经是县委书记，我是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没有给我

们开小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个鱼罐

头、一个牛肉罐头，又抓了两把米，放

在一个很小的铝锅里，用煤油炉蒸米

饭。那个锅很小，最后蒸出来就是每人

一碗饭。他对我说：“就这些啊，多了就

没有了。”没有汤，我们就一人倒了一

杯白开水喝。不过，这顿饭我们还是吃

得很开心。其实，他是县委书记，完全

可以叫伙房给我们做个饭，但他不愿

意搞特殊化。

（未完待续）

汝河沙滩公园 ●孙利平 摄

汝州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

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1944年9月，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八路军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开辟了以大峪为中心的临

汝抗日根据地。1945年3月，河南军区司令员王

树声率部移驻汝州大峪地区，在之后长达半年

的时间内，大峪成为整个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指

挥中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汝州人民不畏

强暴，同仇敌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抗日战争初期汝州的政治形势

日本侵略我国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

息传到汝州以后，全市各界人民同仇敌忾，纷

纷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40

年10月，日军的3架飞机对城区进行轰炸，炸死

群众和学生数十人，更加激起了汝州人民的愤

怒情绪，一致要求抗日救国，保卫家园。

汝州的反动势力，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

及特务组织，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不组

织抗日斗争，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变本加厉地把矛头对准共产党。

临汝县的特务头子张伯祥，将其特务组织“中

华复兴社”改为“法西斯小组”，专门收集所谓

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材料，监视共产党的活动。

另外，还有反共调查组、军统局河南临汝小组、

军统局临汝县政府别动队、中统局临汝通讯

站、中统局临汝行动队、三青团临汝行动队、绥

靖参谋第十七组、警察局特警队等等，名目繁

多的反共组织，一个接着一个建立起来。

1941年、1942年，临汝县先后遭受水灾和

旱灾，两年绝收，赤地千里。接着又是两年蝗

灾，蝗虫遮天蔽日，落地盈尺，满地的谷子、玉

米、高粱被啃得光棍一条。严重的自然灾害使

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大批大批地外出逃

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

十三军则横征暴敛，奸淫掳掠，苛捐杂税名目

多达三四十种，因此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

1942年秋季，全县有8万余名饥饿农民手持镢

头、耙子、杈把扫帚，高举着旱死的禾苗，从四

面八方涌进县城，冲进国民党县政府，开展抗

暴斗争。县长崔友韩被迫答复减免派购、抢购、

征购军粮的数额，对受灾农民有困难的实行赈

济。

另外，国民党军队从汝州溃逃时，流散在

人民群众中大批武器。这些武器大都被地主、

恶霸、土顽所利用，持枪人员大都变成地主阶

级各霸一方的土匪武装。汝州沦陷以后，国民

党的地方反动势力和地主土匪武装，摇身一

变，原封不动地成了日伪基层政权和汉奸武

装，他们出卖民族利益，先后建立了日本军事

情报东北办事处、反共仁义社、便衣队、回教青

年团、豫西联盟支部等日伪组织，勾结日本侵

略军，成为十恶不赦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二、汝州沦陷及日军的暴行

1944年春，我国的抗日战争在党中央和毛

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英勇艰苦的战斗，胜

利粉碎了日军对解放区的残酷封锁和“扫荡”，

战争形势开始由敌我双方的战略相持向着我

军的战略进攻转变。日军为了挽救其最后失败

的命运，集中5万余人的兵力，发动河南战役，

妄图垂死挣扎。当时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队蒋

鼎文、胡宗南和汤恩伯部队共约40多万人，比

日军进攻河南的兵力多出七八倍。可是，由于

国民党当局一贯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

针和他们内部的极端腐败，在日军的进攻面

前，40万大军竟望风披靡，不战而溃，狼狈逃

窜。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郑州、洛阳等38座县城

沦入敌手。苦难深重的豫西人民，又惨遭日军

的烧杀掠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加处在水

深火热之中。

1944年5月3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由

郏县侵入汝州。5月4日占领汝州城。日军福岛

中佐部队继续西进，侵占临汝镇。

汝州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大力推行“三光”

政策，先后在临汝镇的冯店和鳌头山、蟒川的

黑龙庙、陵头的段子铺等地设立据点，血腥镇

压人民，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

日军侵占汝州期间，共杀死人民群众1305人，

其中枪杀103人、打死546人、活埋237人、剥皮4

人、烧死415人；打伤群众3476人、抓走民夫1227

人；强奸妇女1135人，其中奸后致死32人；烧毁

民房1081间，宰杀牲畜8376头，拉走牛车、马车

282辆，抢走粮食数百万斤。

日本侵略中国，铁路交通中断，造成食盐

紧缺，价格上涨。当时，群众用一斗麦(36斤)还

换不到一斤盐。1944年5月的一天，汝河南王

寨、胡庄、杨古城等地的群众，到县城仓巷街余

家大院盐库背盐。日军知道后，武力包围盐库，

进行野蛮镇压，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并追赶和

射击逃跑的群众。当时，西马道、城壕沟里、菜

园内到处横七竖八躺着被害群众的尸体，仅余

家院内一处就有29具尸体。日本鬼子还将被杀

害的群众暴尸街头，不准死者家属收尸，其惨

状目不忍睹。

1944年6月和1945年3月，日军两次血洗焦

村。1945年3月16日，日军集中临汝、登封、禹县

的驻军攻入焦村。他们入村后把抓到的群众，

有的用刺刀穿胸，有的当活靶子打死。农民焦

永福被日军用刺刀从腰部、腹部刺透胸部，当

即死亡。农民焦志娃被日军捆在树上，用木柴

活活烧死。农民张继等人被日军用辣椒水灌得

死去活来，又被拉到寨墙边用枪打死。全村被

强奸、轮奸的妇女达47人，有的妇女被奸污时，

还强迫其丈夫在旁边观看。人民群众财产被日

军抢劫一空，民房几乎全被烧光。杀吃与拉走

牲口370余头。血洗后的焦村，尸骨遍地，斑斑

血泪，处处哀怨。

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广大人

民的满腔怒火，全县各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

多次进行抗击日军侵略的斗争。

三、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进驻大峪

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灾难深重

的豫西人民，1944年5月11日，远在延安的党中

央、毛主席就作出“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

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

后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9日，从太行军区抽调部队组成

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俗称皮徐支队）1700余

人，在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率领下，从河

南林县郭家园誓师出发，9月21日晚上在济源

县蓼坞渡口渡过黄河，途经新安、宜阳、伊川，

到达登封、汝州、禹州交界处的大峪店、白栗坪

一带。

10月3日，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白栗坪召

开会议，决定组织四路武装工作队，分头到登

封、偃师、汝州、禹县等县进行武装宣传，发动

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其中，第三路由支队副

司令员方升普带领3个连，到汝州一带活动。

部队先到大峪镇的棉花窑村驻扎。在此期间，

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和八路军的各项政策。同时，部队指

战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热烈欢迎。

大峪是汝州东北山区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地处登封、禹县、汝州、郏县交界处，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从

棉花窑村向大峪店进发时，受到大峪店大地

主李聚五、李汉臣的武装阻击。在部队前进受

到严重阻碍时，皮定均司令员、徐子荣政委考

虑到要把大峪店作为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决

定不用武力，力争和平解决。即派侦察处长张

清杰到马鞍驼村，找到已经开始和八路军联

系的该村知名人士于培周。在于培周的帮助

下，张清杰冒着生命危险，到大峪店与李聚

五、李汉臣进行谈判。到大峪店后，张清杰一

方面向“二李”讲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另一方

面深入其地主武装之中，宣传团结抗日的政

策。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二李”的思想有很大

变化，不再以武力与八路军对持，同时表示愿

意做一些支持抗日的工作，情愿让出大峪店

这个地盘，并给皮司令留下一部分枪支弹药，

但不公开抗日。谈判协议达成以后，李汉臣到

禹县去了，李聚五投奔了汉奸土匪黄万镒。

1944年11月中旬，皮司令员、徐政委带领主力

第三十五团，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开进

大峪店。以大峪店为中心的临汝抗日根据地

基本形成。

（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翔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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