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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及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的建立

1947年11月，临汝县西部获得解放后，中国

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一边

战斗、一边组建县、区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机

构。

11月23日，解放军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在宝

丰大营镇接见原晋冀鲁豫四专署副专员刘梅，

按照前委指示，决定建立豫陕鄂五专署和临汝

县人民民主县政府，任命刘梅为专员，同时任命

随军南下的原温县县委宣传部长王武烈任临汝

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县长。11月24日，刘梅、王武

烈到杨楼和尚庙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豫

陕鄂五专署和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在群众

大会上宣布了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发布

了临汝县人民政府布告，主要内容是，告知全县

人民，临汝县已基本解放，人民的县政府成立

了，摧垮国民党的县、区、乡、保、甲等一切反动

政权。号召全县人民在临汝县县政府的领导下，

全力做好剿匪和支前工作，争取解放战争的更

大胜利。

县政府成立后，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深入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武装，很快组织300多

人的直属队和民兵武装，成为县政府的基本武

装力量。在已经解放的庙下、杨楼、寄料建立了

3个区人民政府（即一、二、三区）。随着斗争形

势的变化，县政府先后在宝丰县三间房、临汝

县的半扎、郭沟、蛮子洼、观上、滕店等地流动

办公。

（二）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1947年12月中旬，中共豫陕鄂五地委派王

云清、马相堂、傅长福来临汝县工作，在临汝县

人民民主县政府驻地观上村，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政治部），王云清

任县工委书记（对外称政委），王武烈、马相堂

为委员。

中共临汝县工委和临汝县政府领导全县

人民开展剿匪斗争，发动群众征集粮食支援前

线，在斗争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区、乡人民

政权。已经建立区政府的3个区，分别建立了中

共区委会。1948年3月，临汝全境解放。4月，县工

委、县政府搬进县城办公。全县划为8个区，建

立8个区委会和区政府。8月，随着斗争形势的

变化，全县调整为12个区。1948年上半年全县发

展党员1404人，全县建立的58个乡中，有36个乡

建立了党支部，945个村中363个村有党员，大大

加强了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

为了尽快搞好临汝县的政权建设，领导人

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组织生产建设，1948年

上级多次从老解放区向临汝县派干部，输入领

导骨干，其中从山西、河北老解放区两次派来

150多名干部到临汝县工作。

（三）中共临汝县委员会的建立
1948年9月12日，夏如爱、霍华章等151名

山东干部分配到临汝县工作，充实加强了县区

党政领导班子。1948年9月14日，中共临汝县工

作委员会撤销，建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夏如

爱任县委书记，王陵、王云清任县委副书记，王

武烈、李砚农、尹子明、白希清、李前义为县委

委员。建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

构。王武烈任县政府县长，吕芳宾任副县长。县

政府建立了秘书处、财粮、教育、民政、司法等

科，还建立了公安局、工商局、银行等部门。为

了加强剿匪和社会治安工作的领导，县委委员

尹子明任公安局长，公安局设立了秘书、审讯

等股和侦察、公安两个队，在城关建立了派出

所。另外，对全县12个区（镇）的党政领导班子

也都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

（四）解放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

刚刚成立的县委、县政府，面对的是国民

党黑暗统治所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

临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和严重的经济

困难。

1、在政治上，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各种反

动势力的严重威胁。临汝县城乡残余的地主反

动武装和土匪恶霸，在尚未解放的地区和县界

边缘结合部进行垂死挣扎。他们采取公开的和

隐蔽的、集中的和分散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几

套斗争形式，袭击新生的人民政权，残害积极

分子和人民群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土地

改革运动刚刚开始，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或正在

建立，基础十分脆弱，特别是村级政权，有些还

直接掌握在坏人手里，他们与社会上的阶级敌

人内外勾结，里应外合，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

图颠覆人民政权。

临汝县是豫西地区有名的“土匪窝”，整个

临汝县土匪成群，数量庞大，形成了官匪一

体，匪霸不分，会匪合一的混乱局面。解放战

争时期，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

毅，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曾经指出：“我

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无逾河南

者，可以豫西临汝、鲁山、宝丰、伊阳、郏县、

禹县等为代表”。可见，临汝土匪之猖狂是出

了“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加强其反动统

治，对土匪一贯采取“招安加封”的政策。临

汝镇大地霸阎曰仁、观上大地霸王景元等，

都是由土匪而后变成军官兼地方达官豪绅

的。他们上通国民党军长刘镇华、孙殿英，河

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许昌专员吴协堂，下

联国民党县、区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抗

日战争后，他们趁战乱之机，大量购买枪支，

发展亦官亦匪、亦匪亦霸的地主土匪武装，

全县建制在大队以上的股匪就有30多股 ,匪

徒达25472人。临汝县主要的反动会道门组织

有天仙庙道、一贯道、红枪会三种，还有西华

堂、龙华会等12种。发展道徒18944人，骨干

200多人。这些反动会道门被美帝国主义、国

民党特务机关和地主恶霸所把持，成为党道

合一、政道合一、匪道合一的反革命势力，大

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他们乘临汝刚刚

解放、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发动反革命

骚乱，破坏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

政权。与解放前相比，其活动方式更为诡秘

狡诈，施展的手段更为残忍毒辣。到处杀人

放火，打家劫舍，奸淫妇女。甚至袭击区、乡

政府和解放军后方医院，使临汝解放初期的

局势一时不能稳定。

2、在经济上，新生的政府和人民群众都面

临着严重的困难。刚刚解放的临汝县，伤痕累

累，百废待兴，原来就少得可怜的工矿企业，在

国民党溃逃时多数遭到破坏。外地商人，在战

乱中大部分逃离临汝。县城除一些零星摊贩以

外，大的店铺寥寥无几，而且经营惨淡，濒临关

门倒闭。农民辛劳一年，上交苛捐杂税和地租

以后，所剩无几，被迫外出逃荒者不计其数。国

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滥发钞票，导致通

货膨胀，物资奇缺，使人民苦难的生活雪上加

霜。

开展剿匪斗争
消灭反动势力

为了彻底打垮土匪、地霸及会道门等反动

武装，从1947年11月至1949年9月，临汝县委、

县政府带领县区人民武装和民兵，同时发动全

县人民，紧紧配合解放军陈谢兵团，采取军事

清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集中力量向大

股土匪进攻。经过一年多的剿匪斗争，前后作

战30多次，消灭了分散在汝河两岸和南北山区

的30多股土匪武装。1949年春又先后平息了一

区、五区土匪暴动、毛庄土匪暴动等10余起反

革命暴乱。

为了狠狠打击盘踞在临汝境内的土匪、地

主武装及反动会道门，驻守在临汝县的陈谢兵

团四纵10旅和九纵25旅、26旅等部队，在地方

武装配合下，于1947年11月至1949年9月，进行

了七次大规模的剿匪战斗。

（一）军民携手 全力清剿大股土匪
第一次：击毙土匪司令平文正

平文正是临汝县西北有名的土匪头子。

1945年临汝沦陷后，他公开投降日本侵略军，

被委任为日伪地方团队司令。他常以“清乡”为

名，抢劫群众财产，杀害无辜百姓，并与大峪抗

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顽抗，对解放

区多次进行骚扰。1947年11月1日，陈谢兵团四

纵10旅28团，解放临汝县城后，平文正纠集200

多人，和伊川县土匪张全保部400多人一起，据

守在临汝县城西北部的夏店街。他们在寨墙上

设有炮楼，在寨外架设了两道铁丝网，在寨内

修筑了碉堡工事，企图阻止解放军进攻，顽抗

到底。11月16日，九纵26旅76团奉命攻打夏店

街。当晚，团首长率领全团指战员，远距离奔

袭，采取“黑夜包围，拂晓攻击”的办法，黎明前

把夏店街包围起来。根据夏店街地势特点，76

团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让3营佯攻北门、1营奇

袭南门，造成平的错觉。战斗打响后，用机枪、

迫击炮猛轰寨墙上的炮楼。炮楼摧毁后，1营从

南门附近被炸开的寨墙上攻入寨内。先用机枪

和手榴弹一起开火，紧接着炸掉了敌人的碉

堡，很快发起总攻。2排长王文富手持冲锋枪向

敌群开火；战士们甩出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

爆炸，只打得众匪徒抱头鼠窜。经过半日激战，

匪徒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纷纷向解放军投

降。此时，平文正身边只有平日的得力护兵席

某一人，他看大势已去，即跳下北寨墙逃跑，被

守卫在北门外的解放军战士击毙在普照寺前。

这次战斗，共歼灭土匪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3挺，长短枪243支。

第二次：平息观上土匪暴乱

1947年10月30日，解放军9纵经过20多分钟

激战，解放了观上，清剿了盘踞在观上的匪穴，

并活捉处死了伪保安团长王景全。反动势力不

甘心自己的失败，逃亡到郏县的宋蔚然等四处

活动进行反革命串通，网罗残渣余孽，组织反革

命武装，在我人民政权安插亲信，伺机反扑。

1947年12月24日，宋蔚然率土匪100多人，回到

观上进行反革命报复。他们将解放军转移时留

在高庙、郭庄、雷湾村的12名伤病员抓捕，将其

中11名伤兵侮辱后，用刺刀戳死在观上村外，另

1名伤病员被活埋在临汝县城。这就是骇人听闻

的观上惨案。

1947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解

放了观上村，击败了土匪，使其狼狈逃窜。

1948年1月3日，中共临汝县工委、临汝县政

府在观上村召开200个自然村、3000余群众参加

的农民代表大会。会议主要目的是发动群众，肃

清土匪，打到恶霸，建立农民政权。会议还追悼

被土匪杀害的11位革命烈士。解放后，党和政府

将烈士的遗骨收集起来，修建了高庙烈士陵园，

以缅怀先烈的光辉业绩。

1948年6月，临汝县公安局经过详细侦查，

在郑州将宋蔚然抓捕归案。1948年7月1日，经审

判后枪决，其他凶犯，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严厉

制裁。

第三次：夜擒保安司令黄万镒

1947年11月1日，陈谢兵团四纵10旅28团解

放临汝县城时，匪保安司令黄万镒逃之夭夭。28

团撤走后，黄万镒又跳了出来，耀武扬威地窜进

县城。黄的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大肆抢劫烧

杀，闹得城内鸡犬不宁。11月14日，九纵26旅76

团再次解放了临汝县城时，狡猾的黄方镒又逃

跑了。

1948年1月22日，九纵26旅78团第3次解放

临汝县城。当晚，很多群众到团司令部报告消

息，说黄万镒逃到他的老窝城北黄庄了，要求解

放军攻打黄庄，捉拿黄万镒，为民除害。他们还

向解放军介绍了黄庄的地形情况，如寨高、水

深，周围有铁丝网，寨外有他们的人员游动放

哨，寨内有暗道等。有几个识字的老乡和教师还

送来一张黄庄的地形图。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支

持，大大鼓舞了参战的人民解放军。当时正值下

雪，78团陈团长决定雪夜奇袭黄庄，活捉黄万

镒。1月27日晚，78团冒雪出发，不走大路，绕过

村庄，由9个老乡带路，从田野里的壕沟中直奔

黄庄。到达黄庄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钟，部队神不

知鬼不觉地把黄庄包围起来。28日凌晨，突击组

轻轻打开鹿寨，秘密地把扶梯靠在寨墙上攀登

上去，又悄悄地占领了寨门楼。守寨匪兵正把枪

放在一起，躺在角落里避风雪睡大觉；当刺刀顶

住他们的胸膛时，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一个排的

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紧接着，战士们攻进寨

子，占领了各个重要部位。在群众帮助下，又很

快冲进了黄万镒住的院子，直奔黄住的上屋。先

把他的卫兵刺倒，又把枪口对准躺在床上的黄

万镒。这个土匪出身、祸害临汝人民多年的保安

司令，这时变成了软瘫的狗熊被活捉了。这次战

斗，共歼匪30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6

挺，长短枪114支。第3天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

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司令黄万镒，临汝县城

万民欢腾，庆祝剿匪斗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史占京 李翔宇 供稿）

汝州（临汝）的解放及剿匪反霸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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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要以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

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要持续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全面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

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逐步减

少并消除重污染天气，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要加

强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

的重化工等项目，大力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推

行河长制，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长江

经济带发展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突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

复，着力解决土壤污染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

康两大突出问题。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提高农膜回收率，加快

推进农作物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全量资源化利

用。要发展绿色清洁生产，有效控制污染和温室气

体排放，推动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

峰值。要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建设美丽城

镇和美丽乡村。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2017年5月26日)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

护和修复。要重点实施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

高原、秦巴山脉、祁连山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

南岭山地地区、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内蒙古高原、

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流域、滇桂黔喀斯特地区等关

系国家生态安全区域的生态修复工程，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

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加

强城市绿化，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

治理。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2017年5月26日)

红
叶
正
当
时
●
张
亚
萍

月

日
摄
于
大
峪
镇

近平为正定制定的发展战略，不是临时

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是看准了我们正定今后

长远的发展道路的。过去没有人搞过战略，没

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过正定的发展计

划。30多年过去了，近平当年为正定制定的发

展路子，现在也还在对正定的发展起着指导

作用。

正定这个地方，文化比较发达，地理位置

优越，滹沱河从县里穿过。近平看到了正定历

史文化的优势，推动修缮了大佛寺，筹资建造

了荣国府。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后来成为正定

旅游业发展的奠基性工程。在此基础上，正定

又建成了好多旅游景点，封神演义宫、西游记

宫、军事俱乐部、旅游机场等等。旅游机场在当

时是个不错的创意，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没坐

过飞机，旅游机场可以拉着游客飞一圈，体验

一下坐飞机的感觉。这些项目中，虽然有很多

是在近平离开以后才正式建成，但策划、筹建

和推动，都是他做的。

采访组：实施人才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当
时的一个重要举措。您曾在县委组织部工作，

请您谈谈正定当时都引进了哪些人才？

王玉廷：先讲讲用干部。拿我本人来讲，

我是县里提拔知识分子的重要例子之一。

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

任县委副书记。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干部，都

是近平在县委书记任上，响应党中央号召，

大力推行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四化”（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而提拔起

来的。

近平主政时期，为正定各方面发展，从全

国各地请了很多顾问来给正定出谋划策，也

请了很多专业人才来为正定管理企业。那时

候，人才来了，是由县里直接分配。

（未完待续）

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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