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临汝县委员会的恢复与建立

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进入豫西以后，根据

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了中共箕山工委和中

共嵩山工委。箕山工委辖登封、临汝、伊川、

禹县、密县、新郑6个县，后改为中共豫西一

地委，徐子荣任地委书记。皮、徐支队进驻

大峪店后还带来了豫西工作队的部分人员，

这个工作队是以河南籍地方干部为主组成

的，主要负责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在大峪店

地区活动的地方工作队员，主要有党峰、欧

阳景荣、梁济生、张力志、刘波涛等。

1944年10月10日，皮定均司令员和支队

所属三十五团团长王诚汉及欧阳景荣、党峰

等领导同志，在大峪店北面的棉花窑村开明

绅士郎占选家里开会，筹备建立中共临汝县

委员会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有关事宜。首

先研究决定恢复建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党

峰任县委书记，箕山区情报处长张清杰任县

委副书记，陈其双、牛占元为委员。1945年

春，中共临汝县委划归中共豫西六地委领

导。6月，党峰调任荥汜县委书记，中共豫西

六地委任命封中斌为中共临汝县委书记，林

野平为县委委员、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县长。

中共临汝县委建立后，在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紧张战斗中，认真做好党的建设工作，

从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83人，建立中共

大峪区委员会（后改名为第一区委员会），李

本任区委书记，下辖棉花窑、大峪店、黄窑、

龙王、班庄等村党支部。

在中共临汝县委的领导下，临汝抗日根

据地经过几个月的武装斗争，各级政权逐步

建立健全起来，并得到不断地巩固，农业生

产和其他各项事业也都有所发展。

临汝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皮、徐支队进驻大峪店后，经过和日、

伪、顽的多次战斗，以及广泛深入的武装宣

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深入人心。广大人民

群众高兴地说：“八路军是毛主席、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古朝万辈哪里见过这样不打人、

不骂人，买卖公平，待人和气的军队！”人民

群众的觉醒，为我们消灭土顽势力，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4年10月10日，在棉花窑村郎占选家

恢复建立中共临汝县委之后，皮徐支队首长

和县委领导成员，随即研究确定了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和大峪店抗日区政府的组成人员。

县委书记党峰兼县长，县委副书记张清杰兼

秘书，梁济生任财粮专干，当地抗日积极分

子董逢甲任大峪店抗日区公所区长。11月

14日，皮徐支队在大峪店召开绅士和伪保、

甲长会议，公开宣布，共产党、八路军要建立

自己的抗日政府，原来的区、乡政府和保公

所一律取消。要求他们服从抗日政府的法

令，掉转枪口，与人民一起抗击日军。接着，

皮徐支队在大峪店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店抗日区公所正

式成立。同时张贴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

立的布告，并约法三章，号召全县人民：一是

抗日救国、不准向日、伪送粮、送款、出夫、抽

丁；二是部队和县、区政府用现洋（钢洋）购

买群众的粮食；三是恢复城乡秩序，商人正

常营业，学生正常上学，农民正常种地。

1945年4月，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又在临

汝、登封交界处的登封县送表乡和沟村，建立

了临汝县第二区抗日区公所，由抗日积极分

子李清韶任区长，邵先礼、张维典任副区长。

1945年6月，县长党峰调往荥汜地区工作，地

委任命林野平为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县长。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第一

区公所（大峪店）先后建立了9个村级抗日政

权（两三个自然村为一个行政村），即马鞍驼、

袁窑、十岭、青山后、辉泉、棉花窑、班庄、大峪

店、许台9个大行政村。第二区公所（和沟），

先后建立15个村级抗日政权，分别是和沟、栗

沟、东送表、西送表、马窑、丁村、郝沟、张沟、

上窝、郭沟、刘楼、安庄、惠庄、白窑、梁庄。

临汝县各级抗日政权建立以后，领导成

员吃住在贫苦的人民群众家里，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心心相印，生死与共。以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的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抗日政

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因

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临汝县抗日武装的组建

临汝县抗日根据地一经建立，就成了日

本侵略军和伪、顽反动势力的进攻目标。他

们不断向根据地进行清剿和骚扰。为了打

击日军及伪、顽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和扩

大抗日根据地，皮徐支队一面战斗，一面发

动群众，在战斗中建立起地方抗日武装组

织。

1944年10月建立了临汝县抗日独立团，

县委书记、县长党峰任团长兼政委，陈其双任

副团长，牛占元任副政委。独立团以主力部队

的一个排为骨干，吸收大峪店及根据地的青

壮年农民参加，队伍迅速发展到300余人。

同时还建立了大峪区干队，由区长董逢

甲任大队长、王天一任副大队长。下设秦光

善、王天一、赵得修和郭钊4个中队。这4个中

队都是从“联庄社”和地主武装中争取、改造

和整编过来的。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时，国民

党军队溃逃遗弃和被群众夺去不少枪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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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皮徐支队和县、区政府

领导人党峰、张清杰等，冒着生命危险，深入

到这些武装组织内部，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工

作，先后组建了这4个中队。

秦光善中队。秦光善是大峪店南边许台

村人，当过伪保长，是许台“联庄社”的头目，

有60多条枪，守着大峪店往南的唯一出山口

石界岭。他占山为王，与山下的土匪黄万镒、

南铁栓有一定矛盾。张清杰代表皮徐支队和

县政府领导，把他请到大峪店设宴招待，给

他讲述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和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方针和政策，秦光善表示愿意跟着共

产党走，听从皮徐支队的指挥。按照支队和

抗日县政府的安排，任命秦光善为大峪区干

队中队长，把守石界岭这个险要关隘。

赵德修中队。赵德修当过伪保长，有10

多条枪。日伪向他索要粮油，他不给，曾经发

生过武装冲突，因此他对日伪不满。党峰同

志找他做工作，给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使他受到深刻教育，表示要坚决抗日。县

政府经过研究，任命赵德修为大峪区干队中

队长，以其原有武装为基础，逐步扩大力量。

郭钊中队。郭钊是国民党洛阳军校毕业

生，当过伪保长，家里是大地主，有30多条

枪。经过县政府多次做思想工作，郭钊愿意

跟着皮司令抗日，即任命他为大峪区干队中

队长。

王天一中队。王天一是给地主扛长工

的，为人正直，有民族正义感。大峪、龙王一

带的农民建立“联庄社”以后，推举他为首

领。党峰、张清杰同志给他讲了日军的侵略

罪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国民党不抵抗日

军的情况后，他立即表示，坚决跟着八路军

打击日军侵略者。

为了加强对抗日武装的领导，皮徐支队

和县政府，还从随军南下的工作队员中，派

出一部分干部到各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在

区干队开展政治工作，使这支队伍沿着正确

的方向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施政纲领

1944年11月，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为广泛

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狠狠打

击日本侵略者及伪、顽反动势力，制定了《临

汝县抗日县政府施政纲领》。其主要内容如

下：

（1）实行各阶级各阶层，不分穷富，不分

党派，不分男女老幼，团结一致的抗日政治。

（2）实行大家有事大家干的民主制度，

反对由少数人把持政权欺压民众的包办方

法。

（3）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

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

迁徙之自由权。

（4）厉行廉洁政治，严禁各级政府人员

贪污浪费，假公济私，堕落腐化的行为。

（5）坚决镇压死心塌地之汉奸，摧毁各

种各级帮助敌人的维持会，不资给敌人一粒

粮、一根柴、一文钱。

（6）组织群众武装，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保障抗日军队之物资供给，取消过去不合理

的买卖兵役制度，不抓兵，不抽丁；改善后方

勤务的动员制度，不拉夫，不抓差。

（7）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务使抗日军人

家属得到物资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8）加强生产，发动社会互助，救济灾

荒，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9）实行减租减息，并保障交租交息，调

节劳资关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

（10）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以

达到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的目的，

并禁止平均摊派、私自摊派与乱派浮派。

（11）普及国民教育，消灭文盲，恢复学

校，改善小学教员生活。

河南军区移驻大峪店

在日本侵略军发动河南战役之后，为

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控制中原战略要地，中

共中央于1944年9月，在延安组建了中共河

南省委（后改为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人

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1945年2月挺进豫

西，2月26日在登封县白栗坪和八路军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会师后，正式成立中共河南

区党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3月，

根据战争形势和安全需要，河南区党委、河

南军区办公机关移驻临汝县大峪店。司令

员王树声、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戴季英，省

委副书记、副政委刘子久，参谋长熊伯涛等

军政领导，分别住在大峪店附近的王沟、稻

谷田、孔窑3个村内。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

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第四支队的首长陈

先瑞、张才千等。

1945年5月，为了在临汝县汝河以南地

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为第三、第

四、第六支队开辟活动地区，王树声司令员

带领三、四支队从大峪店南下，到临汝县蟒

川娘庙村，在随军工作队员刘波涛家里建立

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任命孔祥祯（豫西六

专署专员）为县长，刘波涛为副县长，张贴了

成立抗日县政府的布告。

1945年6月15日，属河南人民抗日军领

导的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司令员张之朴

率领下，跟随第六支队南下，开辟伏牛山抗

日根据地。行至临汝县寄料李店村，攻开临

汝、鲁山交界处属鲁山管的集镇背孜街，摧

垮了国民党临汝县流亡县政府，在李店村建

立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任命张之朴为县

长。

娘庙、李店抗日县政府建立以后，省委

和省军区领导考虑到这个地区是日本侵略

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合部，地域狭小，又

经常有国民党军队出入，不便于开展抗日游

击斗争。为避免两军摩擦，王树声决定撤销

了娘庙、李店抗日县政府，率部队主动撤回

大峪店，继续巩固和扩大以临汝、登封为中

心的嵩山抗日根据地。

中共登临县委、登临县

抗日县政府的建立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但战火尚未

熄灭。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加紧反共活

动。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皮徐支队及地方

抗日武装，一面欢庆日本无条件投降，欢庆

抗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一面向日军据点展开

了猛烈地进攻。

为了有效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

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8月17日，中共豫西

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河南区党委的指示，

研究决定，把登封县颖河以南地区和临汝县

大峪店地区合并在一起，建立登（封）临（汝）

县，以便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攻打登封县城。

登临县辖5个区（登封境3个区，临汝境2个

区），任命孟庆彦为中共登临县委书记，封中

斌为登临县抗日县政府县长，驻地在登封境

内的白栗坪村。在临汝境内的两个区，第一区

（驻地大峪店），区委书记李本，区长孟照林；

第二区未建立党组织，区政府驻地和沟村，区

长李清韶。

8月20日，皮徐支队包围登封县城，24日

拂晓发起总攻，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

放了登封县城，全歼伪军2000余人。

（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翔宇 供稿）

县里的生活确实很艰

苦。1983年，近平有一次到

石家庄办事，办完事来找

我，他发现我房间里有个

卫生间，卫生间里还有个

澡盆子(因为我这个住处本

来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

就对我说：“我想洗个澡。”

我当时有点为难，因为

这里不是天天有热水，每逢

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热水，

但这天恰好不是。后来，我

就想了个办法，先把澡盆洗

干净，然后用脸盆到隔壁的

茶炉房去端热水，连端了6盆热水，把茶炉里的热水全放完了，然

后再兑些凉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对近平说：“你当心不要把塞子踢掉，要不

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成澡了。”

接下来，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个澡，洗完以后说：“真舒服

啊！”

那个时候，正定的条件很艰苦，县委、县政府都没有洗澡的

地方。近平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这

种特殊化，他一向都很严格自律。他说，天热了，就在办公室里用

热水擦擦身。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办什么事？找您又是因

为什么？

王幼辉：他那次到石家庄来，是为正定县建造荣国府的事，

找我也是商量这件事。通过抓旅游建设促进正定发展的思路，在

近平当县委副书记时就已经成型了。当时别的人并没有这种想

法，只有他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正定县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

我还在正定工作时，近平就跟我谈过，正定有那么多古寺，还有

那么多宝塔，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发展旅游呢？

有了这个思路，近平首先考虑的是把这些文物古迹保护好，

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问题。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他首先还是侧重

于文物保护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隆兴寺去，他看见一块碑，上面刻有朱熹题

写的“容膝”两字，拓一次碑收5块钱。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

头太长了，很多地方已经风化了。近平说：“以后不能拓碑了，要

把朱熹的题字碑封存起来保护好，那块隋碑也封存起来，可以刻

一个仿制的碑。”现在立在大殿右边的那块隋碑，就是按近平的

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县委书记后，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中国电视

剧制作中心要拍摄《红楼梦》连续剧。近平通过做工作，争取到剧

组的很大一部分镜头在正定县拍摄。剧组原计划搭建一个临时

拍摄基地，拍完了戏一拆了事。后来，近平决定建一个永久性的

荣国府，还要建荣宁一条街，这样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发展旅游

事业。

近平就和我讨论，荣国府建好了，《红楼梦》拍完之后，如

何再利用这些房子的问题。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个方案，就是

把荣国府变成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说：“我们把荣国府建成

永久的建筑，拍完电视剧以后，不仅可以当成旅游景点，也可

以变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间多少钱一天，王熙凤的

房间多少钱一天，林黛玉的房间多少钱一天……这是一个思

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就搞旅游，把荣国府作为旅

游景点来开放。”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

门票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游客来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

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

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留半

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留一

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

在正定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平就下定了建设荣国府的

决心。

1986年，荣国府竣工。那时近平已经离开正定到厦门工作

了，我去参加了竣工仪式。荣国府对游客开放以后，门票销售异

常火爆，有力拉动了正定的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对繁荣正定

经济发挥了极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独到，很有远见，发展旅游业不算计一时一处的

收入，而是纵观全局来策划。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把西湖的

门票一律免除，一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后来发现门票免了以后游

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幅提高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那时为帮助习近平同志建设荣国

府，筹措了不少资金。是这样的吧？

（未完待续）

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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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下）

丹阳路与望嵩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闯红灯广成路与城垣路交叉口，非机动车横穿马路朝阳路与风穴路交叉口，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洗耳路与广成路交叉口，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

丹阳路与望嵩路交叉口，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广成路与城垣路交叉口，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广成路与城垣路交叉口，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广成路与城垣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逆行

（市创文指挥部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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