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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智歼顽匪孙凹斗

1947年11月14日，临汝县城第2次解放时，躲在城

内的半扎村大地霸张冠多逃出县城，把他的100多名土

匪交给贴身干将孙凹斗。从这时起，孙凹斗自命司令

带着众匪徒横行于汝河南部。

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土匪，解放军九纵26旅78团，根

据上级提出的用和平方式歼灭土匪的方法，先给孙凹

斗去信，让他接受整编，又派侦察参谋宋天德和作战

科刘科长，前去与他谈判收编事宜。孙对解放军存有

戒心，只派干将刘金星等6人接头，自己带众匪徒离开

驻地，逃往蟒川乡（镇）的虎山眼村。当孙探知和解放

军谈判的刘金星等人安然无事时，于12月上旬同意在

蟒川街与解放军见面，谈判收编细节。经过双方谈判，

孙凹斗同意归顺解放军，但有些具体问题须随78团领

导到宝丰县（九纵司令部所在地）后才能确定。孙到宝

丰后，秦基伟司令员、黄镇政委接见了他。他提出要树

一面旗帜，要几匹战马。纵队首长答应了他的要求，送

给他一面旗、四匹马，旗上写着“反蒋为民豫西剿匪支

队”8个大字。纵队任命78团干部宋天德为司令，刘科

长为政委，孙凹斗为副司令。支队下设5个大队。此后，

孙凹斗在临汝县蟒川地区，打着“豫西剿匪”副司令的

旗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蟒

川一带外逃隐藏的散匪纷纷投靠孙部，他的人马扩充

到260多人。孙凹斗的土匪本性不改，暗地与国民党勾

结，继续残害人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带

人攻打周庄、大陈庄等地，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

不作，先后残杀无辜群众50多人。78团得知这一情况

后，认为孙凹斗罪大恶极，顽固不化，必须坚决消灭

之。

鉴于当时的情况，78团领导决定采取智取的方法。

1947年12月26日，孙匪在驻地戴湾村接到78团副团长

史绍青的一封信，调孙部到半扎村西寨门外集合待

命，然后去冶墙街等地剿匪，并许他在战斗结束后，到

鲁山县领枪，补充装备。孙凹斗带着他的人马开往指

定地点，刚刚到达半扎村西门外，团部传令让孙到团

部开会。孙到团部后，即被抓获。与此同时，史副团长

率部队在半扎村西门外将其余土匪包围，共俘匪大队

长以下256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200多支，战马10

匹，并将孙匪的几个大队长捆了起来，同孙匪一起受

审讯。审讯时，从孙凹斗的马鞍内搜出国民党县政府

给他的委任状。第2天在半扎街召开公审大会，78团首

长和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县长王武烈参加了大会，

将孙凹斗等7名匪首就地枪决。

第五次：消灭汝河两岸“红枪会”

1948年初，郑州之敌慑于平汉线解放军重兵集结，

未敢出动，派出自称是五县总指挥的特务王文成潜入

临汝境内，勾结临汝、郏县之残匪，于汝河两岸策动

“红枪会”等反动会道门头子，大肆进行欺骗宣传，造

谣惑众。一时间，宝丰之周营、韩庄；临汝之纸坊街、

东西赵落、长埠街；郏县之薛店、前后冢王、太朴寨等

20多个村镇的土匪，一哄而起，兴风作浪。他们到处

反攻倒算，捆杀无辜群众。1948年1月下旬，为了打击

土匪气焰，稳定局势，九纵26旅全力投入了剿匪斗

争。在纵队参谋长何正文统一指挥下，从2月19日至

22日，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共

作战14次，先后攻开茨芭、山头赵、沙兰店、前后冢

王、太朴寨、武巡、赵落、纸坊等 24个土匪所据之村

寨，毙伤土匪83人，俘匪游击大队长王秋、中队长韩

路斌和韩老忠、土匪头子王忠义、“红枪会”教师王老

太和黄金荣等345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5挺，

小炮1门，冲锋枪1支，步枪260余支，土炮72支，手枪

30多支，各种弹药2800余发，长矛大刀655把，望远镜1

副。除对少数罪大恶极之匪首处决外，对大部匪众经

教育后就地释放。

26旅剿灭汝河两岸“红枪会”反动武装后，漏网的

土匪头子韩益之，以韩庄为据点，把附近的散匪和地

痞流氓拢在一起，又重新组织反动会道门武装“红枪

会”。这伙土匪，继续造谣煽动，打家劫舍，杀害群众，

奸淫妇女，危害社会。陈谢兵团九纵25旅75团，根据广

大群众要求，于1948年4月初，派1营攻打韩庄。由于1

营麻痹轻敌，战斗开始后，匪徒赤膊上阵，倾巢冲出村

外负隅顽抗。1营不仅没有攻克韩庄，反而有所伤亡。

攻打韩庄失利后，团部决定全团出动，全力歼灭韩庄

之匪。团长范金标部署战斗：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由

1营从村南主攻，2营从村东进攻，3营在村西北佯攻。4

月8日晚，75团包围了韩庄，次日拂晓开始攻打。先用

机枪、迫击炮猛轰韩庄寨墙。约3分钟，寨墙被打开一

缺口。在重武器掩护下，1营首先攻入村内，与光着脊

梁，手拿长矛大刀的反动“红枪会”分子展开了肉搏

战。一连连长刘来昌用刺刀连挑5个匪徒。指战员们用

步枪和手榴弹向匪群猛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

狼嚎。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共歼匪500多人，其中打

死打伤200多人，活捉反动会长韩益之及分队长8人。

经过这次战斗，全部歼灭了盘踞在汝河两岸的反动

“红枪会”。

第六次：围歼土匪毛万年

1948年5月上旬的一天，75团侦察参谋李书富听庙

下街一位农民报告：匪首毛万年带1个大队的土匪住

在县城以西的庙下街；他们四处抢劫，骚扰庙下附近

的群众，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要求解放军

消灭这伙土匪。李参谋向团部汇报后，团长范金标命

令1营到庙下街歼灭这股土匪。在营教导员李志明率

领下，1营全体指战员夜里从县城出发，步行30多华

里，到半夜时分，包围了庙下街。拂晓开始攻击。在轻

重机枪火力掩护下，1连连长王贵和率领全连战士首

先攻入寨内，向众匪猛烈开火，接着2连、3连也冲了进

去，全营指战员齐心奋战，英勇杀敌。经过1个多小时

的激战，毙伤土匪26人，俘匪30多人，缴获步枪40余

支。匪首毛万年领残匪从庙下北寨门逃跑。

第七次：击毙匪首毛万年，活捉顽匪姚保安、刘殿

宽

从1947年11月临汝解放到1948年春，解放军九纵

在临汝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大部分股匪被歼。1948年4月至5月，大土匪姚保安不甘

心灭亡，组织“还乡团”，自命为团长，卷土重来，到县

城骚扰，被解放军击溃逃跑到夏店街。土匪毛万年从

庙下逃跑后，与土匪头子姚保安、刘殿宽勾结一起，也

潜藏在夏店街。

为了不失时机地歼灭全县剩下的这3个匪首，1948

年5月22日，九纵25旅75团侦察参谋李书富，率领一个

侦察排到夏店街侦察。他们发现敌人防守很严，寨墙

上除有炮楼外，还用麻袋修筑了工事，寨外还拉了两

道铁丝网，准备固守顽抗。根据侦察情况，团部召开会

议，研究了攻打夏店街的作战方案。24日夜，团首长率

领全团指战员进行远距离奔袭。战士们在夜色中轻装

急行，人不言，马不叫，于深夜两点钟赶到夏店，迅速

占领了寨东南的一个高地，设立了前沿阵地指挥所。

团长范金标、政委张良诚、副团长陈俊、参谋长李杰等

亲临指挥战斗。根据作战部署，立即将夏店包围起来。

次日拂晓开始攻打，先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摧寨

墙上的炮楼、工事。把敌军事设施摧毁后，天色已亮。

范团长命令1营2连担任突击队往寨墙上靠扶梯，连靠

3次未能奏效。范团长急中生智，决定用炸药爆破寨

门，实行强攻。1营营长李拉祥带领4名战士担任爆破

任务。只听到一声巨响，南寨门被炸开了。战士们冲进

寨内，用机枪和冲锋枪组成交叉火力向匪群猛攻。营

长李拉祥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勇敢冲锋，左臂受伤后，

不下火线，坚持战斗。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匪首毛万

年被击毙，除匪首姚保安、刘殿宽带领少数残匪逃跑

外，寨内匪兵基本被全部歼灭；打死打伤土匪150多

人，俘匪500多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

600余支。

夏店战斗结束后，剿匪部队兵不卸甲、马不下鞍，

继续追捕潜逃的匪首姚保安和刘殿宽。1948年5月底至

6月初，剿匪小分队曾两次奔袭姚、刘残匪潜藏的地

方，均未捕获。6月上旬，探知匪首姚保安、刘殿宽，带

着近百名残匪躲藏在距县城70多华里的北部深山区白

沙沟石窑村。6月8日，1营营长李拉祥率领全营战士翻

越几座大山，涉过几条小河，于深夜两点多钟到达石

窑村。此时，姚、刘二匪首正躲在一个窑洞内睡觉，洞

外有两名匪兵放哨。突击队员先把这两人捉住。刘殿

宽听到洞外有响声，顾不得叫醒姚保安，身披一件长

衫，仓皇向洞外逃窜。一名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用刺

刀刺中刘的左胸致死，其余突击队员持枪冲入洞内，

把枪口对准躺在床上睡觉的姚保安。这个祸害临汝人

民多年的大土匪被活捉了。这次战斗，共俘匪80多人，

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90多支。至此，临汝境内的股匪

被全部消灭。

经过近2年的剿匪斗争，共歼灭土匪5460多人，缴

获各种小炮4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4挺，步枪4670

支，短枪230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

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开展剿匪斗争，受到临

汝人民群众的赞扬。

（二）全民动员，消灭分散隐藏之匪

临汝境内的大股土匪被歼灭以后，野战部队陆续

转战其他地区。残存的小股土匪，变换手法，分散隐蔽

活动。为了继续清剿残匪，上级决定留下九纵25旅75

团，与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临汝县独立团。县长王武烈

任团长，解放军75团长范金标担任独立团副团长。根

据豫西区党委军事会议和地、县座谈会议精神，县委

把剿匪斗争继续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武装、公

安、群众三位一体，采取人民战争与必要的军事清剿

相结合的办法。村村皆兵，路路设卡，沟沟布岗，在全

县撒下天罗地网，使土匪无存身活动之地。

1948年7月至9月，按照豫西区党委的指示，先后在

汝阳、临汝、鲁山结合部和禹州、郏县、临汝结合部，建

立剿匪联防指挥部，清查和消灭分散在边缘结合部的

土匪。中共临汝县工委还把剿匪与反霸紧密结合起

来，发动群众诉苦，检举揭发土匪恶霸的罪行，查找土

匪窝藏点。1948年9月19日凌晨，中共临汝县委、县政

府，动员组织2000多名干部战士，在全县范围内统一大

搜查、大逮捕，共抓捕土匪、特务及其他有问题的人员

523名，还查获一部分枪支、弹药。这次大清查、大逮

捕，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使剿匪斗争更加深

入地开展起来。

1948年12月，临汝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要求隐藏

之土匪和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及国民党军政人员，要

限期到人民政府登记自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布告

发布一个月内，就有400多人登记。

（三）根除匪患，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春，正当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临汝县剿匪斗

争节节胜利，区乡人民政府普遍建立，参军、支前工作

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一小撮行将灭亡的阶级敌人垂

死挣扎，对抗人民政府。

1949年3月15日，以土匪头子刘金岳、郭老六等人

为首，串通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坏人，蒙蔽一部

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乘临汝县在城区召开干部会议之

机，聚集土匪1000多人，在陵头、安洼、夏店等一区和

五区的部分地区，煽动组织土匪暴乱。他们先后围攻

一区区政府所在地安洼村及王堂村，庇东乡指导员杨

树德、申坡乡长范中光和通讯员被杀害。县公安局局

长尹子明闻讯后，带领县独立营和公安队协同一、五

区和七区区干队和民兵，清剿暴乱匪徒，抓获匪首张

文宪等72人，收缴枪支47支，平息了土匪暴乱。

4月29日，小屯毛庄再次发生土匪暴乱，混进村农

会担任农会主席的土匪杜套等人勾结，纠集64人包围

区、乡政府。中共临汝县委得知情报后，当即派县独立

团指战员、县公安局干警，在当地区干队和民兵的配

合下，一举将这股暴乱土匪歼灭，活捉匪首杜新保及

匪徒20余人。

一区、五区和毛庄土匪暴乱被平息后，中共临汝县

委召开区委领导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清理整顿了

干部队伍，清除了干部中的不纯分子，调整了区、乡领

导班子，加强了政权建设，促进了反匪反霸运动深入

开展。

为了根除匪患，1949年4月17日，临汝县人民政府

发出了《进一步清剿土匪及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布告》，

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检举揭发和清理混进革命队

伍内部的敌人，以求除恶务尽。在这段时间内，全县共

破获各种反革命阴谋暴乱案28起，抓获土匪、反动会

道门头子2076人，将其中血债累累的首恶分子处决192

人。另外，还有3200多个反动党团骨干和540名伪政府

人员，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动到人民政府登

记，表示改过自新。有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霸头子，为逃

避人民的审判，在临汝县解放前夕或解放后，潜逃全

国各地。他们有的钻进深山老林躲藏，有的隐瞒身份，

改名换姓，躲在外地，还有的混入我机关、厂矿、学校，

当了干部、工人、教师。

临汝县大规模地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后，为了根除

匪患，中共临汝县委、临汝县人民政府责成临汝县公

安局，组织远征捕匪小组，抓捕外逃的匪首，不留后

患。经过明察暗访，全县先后从陕西、甘肃、青海、新

疆、四川等地抓回外逃匪首王景元、姚保安等200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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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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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

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资源开

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

留下生存根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转变资源利用

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下功夫。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

利用的资源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制

度，强化能源和水资源、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

更加重视资源利用的系统效率，更加重视在资源开发利

用过程中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更加重视资源的再生

循环利用，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

效益。要全面推动重点领域低碳循环发展，加强高能耗行

业能耗管理，强化建筑、交通节能，发展节水型产业，推动

各种废弃物和垃圾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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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是中

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开展这次科学考察研

究，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

系，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希

望你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

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

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

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

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

康。

《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的
贺信》(201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2017年

8月20日

汝州

鹳山三坡

在古广成苑的北部、临汝镇街正南两公里的凹地中，凸起

三个圆形山丘。这些山丘呈西北———东南向连成一串，等距离

分布，西北的山丘最小，高约10米，直径100米；中间的山丘高

约15米，直径200米；东南的山丘最大，高约30米（海拔320.1

米），直径500米。这些山丘不仅形态奇异，堪为奇观，其名字也

颇为奇特，值得品味。

当地人把这三个山丘统称为鹳山，但又有各自的名字，分

别叫官山坡、观山坡、关山坡。说起三山坡名字的由来，多与广

成子有关。“官山”是因为当年黄帝问道广成子时，黄帝手下官

兵据守于此山，保护黄帝的安全，故称“官山”；“观山”则是由

于山上曾建有道观广成观而得名；称为“关山”的原因是这里

曾设驿站关口，崆峒山西约1公里菜园村东有李家驿也即石壕

驿遗址。鹳山则是远古时期这些山位于汝水之中，由于鹳鸟常

驻而得名。

讲述者：冯火秀 整理者：彭忠彦 民 间 故 事

汝 州 风 物

神德宫位于汝州市焦村镇武窑村龙尾山下。东西宽40米，

南北长90米，面积3600平方米。据碑文记载，神德宫建于明代

崇祯五年，原有三门、西灵宫殿、祖师殿、三官殿、十殿阎君殿、

太上老君殿、玉皇殿、王母殿、送子观音殿等古建40余间，供奉

以上道教诸神，是古老的道教圣地。由于年久失修，原建筑大

部分被毁，现存祖师殿、玉皇殿。祖师殿面阔三间，进深9米，为

单檐硬山式建筑，后经清代历次重修。

1983年5月25日被临汝县人民政府公布为临汝县第一批

文物保护单位。 戴光武

神
德
宫 神德宫大门

神德宫祖师殿

临汝县人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五日以

召开会议为由发出的公函。内容提要为：为彻底肃

清匪特，使人民早日得到安居乐业，决定召开会议，

讨论肃清匪特有效办法及交换经验。

此函现存汝州市档案馆

临汝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

日以捉拿匪首刘午成、刘心学、姚保安、赵水

旺、赵全玉请求协助为由发出的公函。

此函现存汝州市档案馆

平语近人
———从用典读懂习近平的执政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