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是革命老区，革命历史源远流

长。早在1932年，共产党人就开始在汝州

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39年2月，中共豫

西省委在汝州建立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

临汝县委，带领汝州及豫西人民进行了轰

轰烈烈的抗日斗争。1944年9月，皮定均、

徐子荣率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开

辟大峪抗日根据地。1945年3月，河南军区

在司令员王树声的带领下移驻大峪抗日

根据地，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大峪成为

整个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1947年

11月至1948年1月，陈、谢兵团先后三次解

放汝州城，推翻了国民党在汝州的反动统

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在长期的革命

战争中，有许多革命前辈在汝州战斗、在

汝州成长。他们抱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崇高革命理想，舍生忘死，前

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可歌

可泣的壮丽诗篇，铸就了一座座高山仰止

的历史丰碑。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前辈，让红色精

神注入血脉，生生不息；为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让红色传统融入灵魂，代代传承。

值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之际，认真

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汝州人民开展

解放斗争的光辉历程，重温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不怕牺牲的伟大壮举，对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教育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促进汝州全面小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临汝解放前夕的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民

主，恢复家园。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独

裁、内战的方针，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

一场由美国出枪、出钱，蒋介石出人的反革

命内战。

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驻扎在登

封、汝州、禹州交界大峪一带的王树声领导

的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忍痛撤离

豫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刚一离开根据地，

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八路军

行至米庙东部的石槽王村，遭到国民党保

安团黄万镒部的阻击，有27名八路军战士

被俘后，被活埋在城东张鲁庄瓦窑场的战

壕沟内。中共伊川县委书记、八路军干部教

导团副政委张思贤同志身受重伤，行至舞

阳壮烈牺牲。

八路军撤离大峪不久，国民党反动派

就如狼似虎地扑向大峪革命根据地，对根

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和进攻，马英、何

社、吕九等10多名共产党员及革命同志被

敌人残忍杀害。

为了搜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报、搜

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政府1945年底到

1946年初，在临汝县先后建立“中统局临汝

通讯站”“临汝县反共调查小组”“三青团临

汝县行动组”等敌特组织，秘密调查地下共

产党员王化宇、王朝栋、刘波涛、裴国柱及

其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企图摧垮临汝

县的革命力量。

国民党还大量制造反共谣言，进行反

共宣传，企图蒙骗群众，以维护自己的反动

统治。他们公开造谣说:“共产党实行的是

三光政策，人杀光、东西抢光、房子烧光”，

“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家破人亡”等等。

临汝县又重新被国民党反动派的乌云所笼

罩，抗日救国的人民变成了罪人，根据地的

干部和共产党员的亲属遭到惨无人道的迫

害，全县人民在国民党的铁蹄之下，继续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汝州人民不

甘受国民党的压迫剥削，全县各地的革命之

火不断燃烧起来，在解放区及敌占区反对内

战，要求和平的革命形势影响下，一些原来

与党组织脱离关系的共产党员，继续从事革

命活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

动派企图发动内战的罪行和欺骗人民群众

的反动宣传，扩大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

响，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陈、谢兵团挺进豫西

及汝州（临汝）的解放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将战争引

向解放区的战略部署，发展有利形势，1947

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

略反攻的序幕。8月22日，陈、谢兵团渡过黄

河以后，英勇出击，势如破竹，于1947年秋

季到汝河两岸，在临汝镇、温泉一带展开激

烈战斗，先后三次解放临汝县城，全部歼灭

了临汝境内的股匪，稳定了社会秩序；建立

了县、区、乡人民政权，为汝州的解放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一）、唐沟战斗

陈、谢兵团强渡黄河后，先后参加了嵩

县陆浑岭、陇海沿线作战。9月25日渡过伊

河，抵达颍阳地区。为寻机歼敌，乃转而向

南，9月28日攻开汝阳县城和汝州西部重镇

临汝镇。

1947年9月28日深夜，解放军九纵26旅

76团，首先解放了汝州西部重镇临汝镇，消

灭土匪100多人，缴获汽车一部。29日晚，解

放军78团经过两个小时战斗，消灭敌军1个

连。30日凌晨，唐沟战斗打响。经过两天战

斗，此次作战毙俘敌军第38师、青年军206师

千余人。10月3日，援敌一二四旅赶来，唐沟

之敌短时难歼，加之陈谢首长令九纵急速西

进，协同四纵歼敌整三师，因此，九纵主动撤

出唐沟战斗。为解放汝州城奠定了基础。同

时，也付出解放军伤亡420多人的代价。

（二）、三次解放汝州城（临汝）

1947年10月下旬，陈、谢兵团发起伏牛

山东麓战役，把汝州、郏县作为突破口。陈

赓司令员亲率第四纵队到达临汝县西部地

区。10月31日，陈赓司令员在温泉街召集四

纵周希汉、李成芳、陈康3个旅长，共同研究

解放汝州城的方案，决定由10旅28团解放

汝州城。当时汝州城守敌有在铁门被击溃

后逃到汝州的敌15师、敌64旅之残兵败将，

还有县保安团。敌15师师长武庭麟得知解

放军奔袭汝州城时，即率部往郏县方向逃

跑。

1947年10月31日夜，解放军28团急行

军包围汝州城。11月1日凌晨发起进攻。突

击队先用炸药炸开西城门，西城守敌除少

数逃跑外，大部分当了俘虏，战斗不到两个

小时就胜利结束。共歼敌800多人，缴获机

枪4挺，步枪600余支。

11月2日，28团乘胜向郏县追击逃跑之

敌，解放军离开县城后，一些散匪、地霸乘

机窜回临汝县城。他们进城后，烧杀奸淫，

抢劫人民财产，残酷镇压群众，闹得汝州城

鸡犬不宁，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解放军九纵

26旅76团探知敌人在临汝县城作恶多端的

情况后，于11月13日从宝丰奔袭临汝，14日

拂晓，向县城发动进攻，很短时间就攻克汝

州城（第二次解放）。

为了迅速解放临汝县全境，76团再次

攻克临汝县城后，即赴县城西北剿灭平文

正土匪，这时一些散匪、地霸再次乘机窜

入县城，敲诈勒索，抢劫人民财产，面对敌

人的猖狂反扑，正在汝河两岸执行剿匪任

务的解放军78团3营，于1948年1月22日

夜，急行军到达临汝县城，狠狠打击了窜

入县城的散匪和地霸，临汝县城得到第三

次解放。

1948年3月，临汝县全境解放，临汝县

的反动势力被摧垮。

（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史占京 李翔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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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米占立先生编著的《文史品

鉴选（第一辑）》得以出版，我得到赠书，深感

荣幸。米先生是汝州文教界的宿老，30多年前

我曾因作文教学问题专程登门求教，得其热

心指导，受益匪浅。米先生之文细腻严谨，逻

辑性强，语言清新活泼。他这本集子是在其古

稀又半之年呈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

之作。

这本书我用十多天的时间读讫。一则得书

必读是我的习惯，尤其是朋友的赠书，我更要

认认真真读一遍，因为这里面有朋友的心血乃

至生命的一部分；二则我也正需要在中国古代

史的一些方面比如出土文物方面补补课，这本

书就是我要读的书；三则本书厚重沉实，纸白

字大，看着舒服，读着方便，尤其适合像我这样的视力下降因而对

书挑剔的人。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本书是关于中华文明史多个方面硬核部

分的阐述和宣讲，有辑录，也有米先生在此基础上的撰述。第一章

“中华文明”，分十三篇讲述华夏之根以及甲骨文、青铜器、百家争

鸣、秦汉长城、魏晋书画石窟、大唐之开放包容、宋代文化科技之

发达、元代戏剧之繁盛、清代康乾盛世对儒家文化之弘扬及编纂

《全唐诗》《四库全书》文化工程之浩大，对中华文明发展脉络进行

了清晰的梳理。注重文化元素与国外的对比，突出中华文明的古

老、完整、辉煌及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强劲生命力。第二章“国名

国号”，分二十四篇讲述大众熟知却往往难以说明的“中国”“华

夏”“中华”“禹迹”“神州”“赤县”等等之由来，而这正是今天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第三章“千年科

举”，用八篇分述中国独特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对促进社会阶层

流动和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今天的高考和公务员选拔

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第四章“历史画卷”，截取历史长河中的十二

幅精彩画面，彰显泱泱大国的多姿多彩，把我们的思绪带回浸透

着诗意的史册。全书30万字著述，集中指向一个庄严辉煌的主题，

这就是：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顽强走到今天且必

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文明。这是我们文化

自信的基石。掩卷深思，一位博通文史的老党员以己所长，积极宣

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赤诚之心，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是多么

炽热明丽而又勇猛强劲！

习总书记说：“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

和运用……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

识、史才、史德。”这本书应该说是对习总书记指示的贯彻和实践，

因为它撷取的是历史精华，而且以严谨和求是显现出史才和史

德。本书封面及扉页都有向建国70周年献礼的标识，纵观其内容

和风格，确实是一本成功的献礼之作。

精粹，是本书的又一特色。这不是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式的讲

解，也不是通俗的历史故事叙述，而是带有论坛、讲坛性质的报

告，有较强的学术性，文笔精练生动。首先体现在提要钩玄方面。

例如，一般教科书只讲青铜器，很少或者就没有谈及青铜器与礼

乐颂歌之关系，而本书讲得就很详细、很充分。再如，北魏民族融

合以及孝文帝汉化政策对构建中华民族主体品格的丰功伟绩，讲

得实在而又惊心动魄，过去这一点没有突出出来，或者人们对此

认识不够。现在重新认识这一关键节点，十分有助于我们今天慎

重考虑民族融合的走向问题，是要科学调控以期最优，还是顺其

自然接受既成，这也许是一个关乎未来的重大问题。其次，体现在

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有很多论述是精辟而新颖的，例如“巫

师，华人先祖的精神领袖”一节，真知灼见，豁人耳目；“一言难尽

李林甫”一节，对其超强的制度设计能力予以肯定，这样的李林甫

就不是只有“口蜜腹剑”一面，还有兼具社会治理才干的一面，这

才是真实的李林甫。本书大量引用了考古新成果，刷新了我们的

历史知识，这也是非常可贵的。

如果我们对一本书持欢迎态度，则其一定是或多或少带来

了光亮和温暖。品鉴这本《文史品鉴选》，我在兴趣盎然的阅读中

感受到了它的温度，其情殷殷，其文熠熠，可酌取者何其多哉？然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我期待着米先生陆续推出更多的佳作

来！ 龚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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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近平说：“好！你送我书，我就要。”

从我家离开的时候，近平说：“幼

辉，你多大了？”

我说：“75岁啦！”

近平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是太

快了！”

2013年，因为爱人生病，我住在

北京照顾她。我们省委副书记给我打

电话说：“后天，你必须赶到石家庄，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我答应了，心里却有种预感：我退

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找我？会不会是近平来了？

我赶到石家庄，一看，果然是近平

来了。当时有好些老同志都在，大家一

起合影，前面一排坐着，后面一排站着。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这么多年

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精神！”

我说：“不精神了，现在精神不了

了！”

当时，我旁边有位姓熊的老同志，

曾任省委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是石家

庄地区的老干部，大概已经80多岁了，

走路不方便，拿着一个拐棍站在我旁

边。近平看见了他，就说：“这么大年

纪，还站在后面？来，加个椅子，让老同

志坐在前面！”

近平对老同事的这份情谊，让我

很感念。他对老干部的这份尊重，也让

人很感动。

“近平是正定永不卸任的县
委书记”

近平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一直到

今天，正定的老百姓一提起他，还和三

十多年前一样，称呼他“习书记”。他几

次回正定，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农

民，见到他都叫他“习书记”。干部记着

他，老百姓记着他，在正定人民的心目

中，他一直都是我们正定的县委书记，

是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采访对象：王玉廷，1938年生，河

北行唐人。1983年9月任正定县委组织

部长。

1984年8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1988年任正定县委书记。200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4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玉廷同志

家中

采访组：王玉廷同志，您好！您是
1983年9月到县委工作的，之前您在县

直机关工作。您到县委工作之前认识

习近平同志吗？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

时候？

王玉廷：近平是1982年春天到正

定来的。当时我还在县农机局任局长，

单位在火车站那边，离县委大院比较

远。那时我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正定县

科委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副理事

长、委员，偶尔也到县委去办事。有一

次，评定技术职称的时候，我骑自行车

到县委去找县科委主任李德祥同志。

那天，近平恰好在李德祥同志办

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

第一印象是：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

个头高高的，带着一股子精气神。

李德祥给我介绍说：“这是咱们新

来的县委副书记———习书记。”

我跟他握了握手，聊了几句。

他问我：“王局长，你任职多长时

间了？”

我说：“有几年了。”

他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

他说：“你在西北上的大学？你老

家是哪儿的？”

我说：“我老家就在这边———石家

庄地区行唐县。习书记，你的老家是哪

儿的？”

他说：“我是陕西富平县的。”

我说：“陕西富平啊，我到你们那

个县收过麦子，有十几次呢。”

近平一听，笑了笑说：“是吗？你在

那边工作过？”

我说：“是啊，我毕业以后，在宁夏

农机管理局工作了七八年，那时候西

北地区的联合收割机很少，我经常调

动联合收割机到陕西渭南地区去，给

富平县收割麦子的次数可多了。”

（未完待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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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汝州市西南50多公里

和鲁山县交界的地方有一座

大山，山上呈弧形状高耸着九

座山峰，故名九峰山。因传说

这九座山峰是九仙女的化身，

所以又叫九女峰。说起缘由

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凄美的传

说故事哩。

很久以前，九峰山不叫九

峰山，而叫水寨山。高大险峻

的水寨山被青龙河和乌龙河

南北缠绕着，形成了天然的护

寨河。山顶有一座石砌的寨

子，寨子内有一口天然的石

井，和山下的乌龙河青龙河贯

通，水质清冽甘甜。青龙河和

乌龙河常常泛滥成灾，祸害下

游的百姓。有一个叫石憨的小

伙子发现，只要山上的水井一

翻波浪，青、乌二龙王保准没

跑要发威，河水就要暴涨了。

石憨于是主动上山观井，一旦

发现水井内翻起了波浪，就跑

到擂鼓台上擂鼓，河下游的百姓听到鼓声及时

跑向高地逃命。自从石憨山上观井，下游的百

姓再也没有被淹死过一个。因此，一向淫威歹

毒的青龙王和乌龙王对石憨恨之入骨。

石憨勤劳能干，观井之余在山上广栽树木

花草。没几年光景这里树木葱茏，鸟语花香，蜂

飞蝶舞，成了凡间的一块风水宝地。九天瑶池

的九仙女被水寨山的美景吸引，更被石憨造福

百姓的美德倾倒。大仙女看透了姐妹们的心

事，就让姐妹们抓纸蛋，谁抓住那一个写有

“坤”字的纸蛋，姐妹们就送她下凡人间嫁给石

憨。结果最小的九仙女抓到了，她就托梦给石

憨。石憨心眼实，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了婚事。他

想九仙女爱干净，得给她们每人准备个洗澡的

池子。他于是就在山半腰挖了九座浴池，说来

也神，洗澡池刚挖成里面就蓄满了清凌凌的泉

水。盈盈清水，倒映着这人间美景。

一天，九仙女偷偷下凡到了水寨山。她

们先在天然浴池内洗罢澡，就高高兴兴地送

最小的妹子上山和石憨入洞房。不想这事让

青、乌二龙王知道了，一边派飞鱼精上天宫

中报信，一边兴风作浪搅黄石憨的美事。说

来也巧，众姐妹刚送九妹到洞房门口，石憨

忽听到水井内响起了波浪声，就一个箭步蹿

出洞房，飞跑向擂鼓台，使劲擂响了牛皮大

鼓，这时只见河水暴涨了起来。得到信息的

玉皇大帝睁开眼睛，看到了偷渡凡间的九仙

女大为恼火，拿出定盘针轻轻一划，把九仙

女钉在了山上，化作了九座山峰。自此，水寨

山就改名为九峰山，当地百姓习惯叫它九女

峰，叫九仙女曾经洗澡的那九个水池为“九

女坑”。

讲述者：彭天喜
记录者：彭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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