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非遗

汝州曲剧是在河南民间“小曲”的基础上

发展而成的，起初的形式是表演者边踩高跷边

唱曲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高台曲。鼓子曲是

一种曲牌联缀体式的说唱艺术，演唱时，三五

人自执檀板击节，一反以前的三弦伴奏形式，

需要帮腔处就一起帮腔。每一曲目，均按一定

的曲牌顺序来演唱。

大约在民国初年，出现鼓子曲与踩高跷相

结合的形式，称为“高跷曲”。它最初出现的时

候，既不化装，也不分行当，只是由数人踩高跷

唱有故事情节的曲子，以三弦等乐器伴奏，走

街串坊。1920年前后，出现了有简单化装和粗

略的行当分工的高跷曲，多数鼓子曲中有人物

故事的民间传说脚本，如《小姑贤》《打皂》《小

打鱼》等。

“高跷曲”去掉高跷拐子并登上戏剧舞台，

是一般的民间歌舞演变为正式的“高台曲”这种

戏曲形式的标志性事件，形成曲剧发展的一个

质的飞跃。“老汝州的曲剧———地道货”这句在

汝州城乡广为流传的俗语，道出了汝州人对曲

剧的自豪和挚爱。“经济发展是血肉，文化建设

是灵魂”，我市戏曲历史源远流长，自1926年5月

18日曲剧被杨楼镇郑铁村朱万明等搬上舞台至

今已经有94年的历史。2016年“汝州曲剧”被河

南省文化厅公布为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崔占、杜书安、

范兰英、朱海、张太雷、王凤霞、李建政、樊桃红、

李芳东、韩志国、孙艳艳、董永军、韩建章等。

作为曲剧发源地，近年来，我市积极寻找

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的契机，持续加

大戏曲活动开展的范围和频率，积极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推动曲剧艺术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

传承和创新。

渊 刚鑫雨 杜宏伟冤

汝州非遗项目要要要汝州曲剧

要要要从用典读懂习近平的执政智慧

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
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

要要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钥 是食品安不安全尧暖
气热不热尧雾霾能不能少一点尧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尧垃圾
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尧养老服务顺不顺心尧能不能租
得起或买得起住房袁等等遥 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
低一点袁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遥 如果只实现了增
长目标袁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
展袁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袁人民群
众也不会认同遥
叶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曳 (2016年
12月21日)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遥这项工作关系北方地
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袁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袁是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尧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遥

目前袁 北方一些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冬季大量采用
分散燃煤取暖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袁是北方地区冬季雾霾
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要按照企业为主尧政府推动尧居民
可承受的方针袁宜气则气袁宜电则电袁尽可能利用清洁能
源袁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袁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袁基本
实现雾霾严重城市化地区的散煤供暖清洁化遥

要研究制定清洁取暖的总体规划袁 对适宜于集中供
暖的袁继续推进集中供热并提高清洁化水平曰对不适宜集
中供暖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偏远的中小城市尧 小城
镇袁主要通过分布式清洁供暖的方式替代散煤取暖遥 要放
开供暖尧能源生产和使用等方面准入限制袁建立有利于清
洁供暖价格机制袁支持民营企业进入清洁供暖领域遥 要通
过免税降费和电网让利等方式袁 通过电力体制和电力价
格改革袁把电价降下来遥 通过加强配电网建设尧减免过网
费尧发电企业和供暖用户直接交易等方式袁使弃风尧弃光
严重的地区将风电尧光电直接用于供暖遥 要通过发展绿色
金融袁加大对清洁供暖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遥 煤改气要
多方开拓气源袁提高管道输送能力袁在落实气源的前提下
有规划地推进袁防止出现气荒遥 要支持规模化养殖
企业和专业化企业生产沼气尧生物天然气袁
促进秸秆沼气化袁更多用于农村清洁取暖遥
叶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
讲话曳 (2016年12月21日)

3月5日袁随着气温回暖袁洗耳河道路旁的梅花绚丽绽放袁
粉红色的花朵在枝头上迎风摇曳袁花香四溢袁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春意遥 张亚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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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一，男、汉族，生于1887年，汝州市

大峪镇龙王村王沟自然村人。他出身贫寒，

以替人织布打工为生。因他对人义气豪爽，

在大峪地区颇有声望。

1944年5月初，日本鬼子用飞机大炮，攻

克临汝县城，临汝全境沦陷，广大人民群众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也

伸向了大峪地区。大峪人民为了看家护院，

纷纷建立起农民武装———“联庄社”。由于

王天一敢作敢为，被大家推举为“联庄社”

的小头目。

1944年9月底，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

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解放了大峪地区，

在中共临汝地下党员和大峪地区进步人士

郎占选、于培周等人的支持下，开辟以大峪

店为中心的临汝抗日根据地，成立临汝县

抗日县政府和大峪抗日区政府。在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中共临汝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峪人民积极行动起

来，成立抗日救国会、妇救会、群众抗日武

装。王天一在中共临汝县委书记、县长党

峰、县委副书记张清杰等人的教育、劝说

下，同意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将他领

导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大峪抗日区政府基干

民兵大队。王天一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

下，积极宣传抗日政策，帮助抗日县政府、

区政府发动群众，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在根

据地开展的“反围剿”、反“扫荡”和“倒地”

及减租减息运动中，他舍生忘死，身先士

卒，全力协助县、区政府抗击日伪的进犯，

为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壮大，做

出了积极贡献。

大峪区干队下辖四个中队，区长董逢甲

兼任大队长，王天一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

王天一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带领区干队配

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县独立团，参加了上、

下官寺战斗、孟窑狙击战、歼灭伪军孙长海

部、击溃叛匪梁小舟的战斗，挫败了日伪武

装的多次进攻，深得领导信任。他曾带领李

贵和王大贵两个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深

入大土匪头子黄万镒的老巢米庙镇黄庄村

进行谈判，他不亢不卑、大义凛然，迫使黄万

镒同意达成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协议。

1945年1月份的一天，盘踞在禹县的日

本鬼子，夜间埋伏在大峪店的东山坡上，准

备偷袭大峪店抗日根据地。第二天天刚亮，

有几个驮煤的群众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

日本人来了，在东山上没有下来。听到这个

消息，中共临汝县副书记、抗日县政府情报

处长张清杰同志立即组织王天一、张玉林

两个中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命令张玉林中

队从大雄山南坡往东打，王天一中队在大

峪店东面往东打，两面包抄日军。王天一中

队所在的山头离日军三百米左右，中间隔

着一条沟。太阳出来了，王天一发现日军都

在山坡南崖上躺着晒太阳，就果断命令部

下向敌人开枪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

作一团。由于我军东西两边夹击，敌人不敢

贸然向前进攻，两军相持了一天，天黄昏

时，敌人趁着夜色灰溜溜地逃跑了。这次战

斗，打死打伤几十名日本侵略者，我军没有

伤亡。皮定均司令员事后专程从白栗坪赶

到大峪店，对参战民兵进行表扬。

1945年3月2日，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

河南军区党委、河南军区移驻大峪地区，军

区司令员王树声和司令部就驻扎在王天一

家的窑洞内。王天一与王司令员形影不离，

成了王司令员忠实的警卫员。王天一带领

的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还打过几次仗。

盘踞在禹县上官寺、下官寺的惯匪席

子猷，原为国民党禹县县长，日军侵占禹县

后，摇身一变，成为日伪禹县维持会会长兼

自卫团团长，有匪众2000多人。大峪店抗日

根据地建立后，席匪秉承其日军主子的旨

意，多次向根据地进犯骚扰，奸淫烧杀，无

恶不作，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

1945年2月上旬一天，席匪中队长李艮安，带

200余名匪徒，打着区干队王天一中队的旗

号，偷袭大峪东沟、高崖头一带，占领根据

地内的东沟、高崖头、栗坟、魏沟、姚沟、南

沟、斗嘴、大坪8个村庄。敌人在这些村内，

枪杀了农民郭长水、李福林、李狗旦3人，烧

死农民郭书信，还将一个3岁的小孩郭合扔

进水潭淹死。烧毁民房76间，奸污妇女5人，

拉走群众(肉票)13人，抢劫群众财产，抢走

牛、羊等不计其数。

面对顽匪席子猷的多次袭扰，当时正

在大峪地区的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

委戴季英、副政委刘子久，同一支队司令员

皮定均决定攻打上、下官寺，狠狠打击席子

猷。王天一及其部下，对敌人冒充自己的队

伍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个个义愤填膺，他

们纷纷要求到前线去，配合主力部队，彻底

打垮席子猷的反动势力，还百姓一个安定

的生活环境。

这次战斗由王树声司令员亲自指挥，

一支队皮定均部和四支队张才干部为主

力，地方武装搞增援，民兵与人民群众支

前，以上官寺为攻打重点，全面展开围剿席

子猷匪军的战斗。王天一和几个地方中队

都参加了战斗。

战斗从1945年农历2月19日开始，这天

晚上下着大雨，部队摸黑前进，迂回到上官

寺一带，把敌人的外围据点分割包围，使其

首尾不能相顾。另外，为阻击敌人援兵，临

汝县独立团分兵把口，王天一中队埋伏官

山、马王寨一带；秦光善中队埋伏范门、赵

庄一带；另一支队伍埋伏在田黄山一带，密

切注视敌人的动向。

战斗打响后，当晚就攻开了下官寺周

围的6个村子。皮定均司令员带部队主攻席

子猷的指挥部范门村。经过几个小时的激

烈战斗，八路军战士用水沾棉被、毛毡裹住

身子向前推进 (俗称土坦克)，部队跟随其

后，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终于攻克范门

寨，席子猷在战斗中从地道逃跑。第二天部

队乘胜攻打上官寺，在炮火的掩护下，我军

一鼓作气，攻克上官寺，歼灭了守寨的大部

匪兵。然后集中全力，重兵包围下官寺，向

敌人发动总攻，经过两次攻寨，在强大炮火

的压力下，敌人死伤惨重，顽匪李清现带残

匪百余人逃跑，我军攻克下官寺。这次战

斗，从农历2月19日开始到25日，历时6天，歼

敌2000余人，彻底打垮了顽匪席子猷。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

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

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中国共

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

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同年农历九月初一，王

树声领导部队通过整编后，按照党中央、毛

主席的指示，主动撤离大峪根据地。王天一

与大峪200多名基干民兵一起，怀着依依不

舍的心情，告别家乡，告别亲人，跟随八路军

大部队南下大别山，与新四军李先念部汇

合。后因王天一年近六旬，经部队领导批准，

与班庄村的袁聚德一起离开部队，经过两个

多月的艰辛跋涉，回到了家乡。

王天一回到家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

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黄万镒那里。黄万镒指

使特务组织秘密逮捕王天一。伪保长颜狮

子的警卫员王树臣，与王天一过去共过事，

他很敬佩王天一的为人，不忍心王天一被

害，秘密地把消息传给王天一。王天一得到

消息后，晚上不敢住在家里，经常东躲西

藏，以防不测。

一天晚上，他和侄儿王水旺睡在家北边

土坡上的打麦场里，半夜时分，村里的狗突

然狂叫起来，王天一发现情况不对，连衣服

都来不及穿，掂起衣服就跑。敌人拼命地追

赶，王天一抓了把土向敌人的脸上撒去，因

敌人的眼被迷住，他才有幸逃脱。敌人没有

抓住王天一，对他的老婆孩子进行了疯狂的

殴打、辱骂，只有五六岁的儿子王宽水，被吓

得哇哇大哭，敌人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头部，

恶狠狠地说“再哭，打死你！”吓得孩子不敢

哭出声来。敌人临走时，把王天一家的财物

洗劫一空，家里刚卖的一头猪钱也被抢走，

仅有的一匹布被敌人缠在腰里带走了。

还有一次，王天一在杨窑村碗沟自然村

给一家人织布，听别人说保长带着人到王沟

去了，王天一一听情况不妙，立即撂下活儿

逃跑了。敌人赶到王沟他家抓人，找不着王

天一。敌人通过欺骗的手段，得知王天一在

碗沟给一家织布后，就气汹汹地赶到碗沟

村。见不着王天一，敌人恼羞成怒，把这家主

人打了一顿，把织布机给砸了。

由于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王天一只好

把两个小女儿寄住在亲戚家，带着妻子、儿

子和侄儿，背井离乡，逃到登封境内的白栗

坪一带，东躲西藏，艰难度日。直到1948年3

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九纵七十五

团，兵分三路，彻底打垮了盘踞在大峪西部

袁窑村的梁家地主武装，大峪地区获得了彻

底解放。王天一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

生活，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家乡，与广大翻

身农民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

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忘大

峪老区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所

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于1951年9月6日至

25日，派出中央北方抗日根据地访问团河南

分团许昌分队临汝组对大峪抗日根据地进

行了访问。访问团到大峪店后，建立了访问

工作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烈军属、模范座

谈会，乡村干部会，区乡农代会等各种会议，

对老根据地的地理环境、模范人物和先进事

迹、沦陷后人民遭受摧残的情况、解放后的

发展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等进行了调

查，听取了根据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选举

出参加区域代表会的代表69名。并选举王天

一、王金柱、秦广善三名同志，光荣地出席了

在许昌召开的豫西老区代表大会。

王天一同志由一个地方武装的小头目，

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

名共产党员和大峪抗日根据地有影响力的

抗日英雄，对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遭到

了国民党临汝县地方反动势力的追捕和迫

害。由于当时兵荒马乱，他离开部队时，部

队领导出具的返乡证明也不幸遗失，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不公平待遇。直到1971

年7月，他因病去世，他的待遇问题一直没能

得到合理解决。但他无怨无悔，一直务农，

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

渊 本文根据2018年3月26日与王天一的
侄子王水旺尧儿子王宽水的座谈纪录及有关
史料整理而成冤

抗日英雄王天一
● 李翔宇 李晓娜

梅花绽放春意浓

汝州

我说：“确实她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

了，这次我们带她到医院输液，她还是自

己开门下的车。但到了医院，当天晚上就

突发脑血栓，没抢救过来。”

他听后长叹一声：“唉！可惜了，太可

惜了。”后来，他还在纪念吕玉兰的那篇

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

这句话一方面肯定了吕玉兰这一生为人

民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对

吕玉兰的深深怀念之情。

采访组院您跟习近平同志也很熟悉，
请您谈一谈您本人与他的交往和联系的

故事。
江山院好的。吕玉兰跟习近平同志是

好同事、好朋友，所以这么多年，我跟习

近平同志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吕玉兰去世后，我就开始采访、收集

资料，撰写她的传记。我把这件事向习近

平同志汇报了。他在电话上说：“好，太好

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吕玉兰同志是很

优秀的劳动模范，也是我们党非常优秀

的领导干部，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

我整理吕玉兰的书信时，发现1983

年她在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同志给她

写过信。信里面大致的内容是：玉兰同

志，你在农大上学，学习顺利不顺利？最

近正定的工作一直比较忙，我也没有抽

出时间给你汇报，你有什么事需要办，你

就说话。

在信的后半部分，习近平同志把县

里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简单讲了讲。这封

信写得很诚恳，既有交流的意思，也有问

候的意思。

写完吕玉兰的传记以后，我把打印

稿给习近平同志寄过去一份。他看完以

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江山

同志，你的书稿我看了，总的感觉很好，

关于正定那一段也写得很好，我没有什

么改动，同意出版。”书出版以后，我又专

门给近平同志寄过去两本，给他留作纪

念。

我是2006年退休的。退休前，我和习

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反而

在退休以后，却和他有了工作上的联系。

当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我退休后

开始搞“红色旅游网”，需要找他做一个

“红色旅游”主题的采访。我写好采访提

纲，交给他的秘书，很快他就答应了采

访。我在杭州采访了他整整一个上午。习

近平同志透彻地谈了浙江省如何认识红

色旅游，如何领导、推动红色旅游的深入

发展，谈得非常好。后来，新华社内参采

用了这篇采访稿。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这

篇采访稿的内容很多网站也有了转载。

在这几十年的交往中，习近平同志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正定，乃

至后来对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有目

共睹，我就不多说了。我采访过习近平同

志，也采访过很多领导同志，我就从一名

记者的角度谈一谈他的特点：他讲话不

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

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

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

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

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

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

实实、诚诚恳恳。

野 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
被认为是栋梁之材冶

现在大家常说院 习近平同志当县委
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遥 这个栋梁
之材袁 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
志和中组部认可的遥

采访对象院何载，1919年生于甘肃成

县，祖籍陕西宝鸡，1936年参加革命，

1938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

部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室秘书，

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党总支

书记。1979年起，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

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2015年经中央

批准享受正部级待遇。

采访组院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院2017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院北京市海淀区何载家中
采访组院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组部

秘书长，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当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习

近平同志的工作情况，请您讲讲当时考

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载院 我1982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

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为中央几

家部门临时组建的工作组组长，驻石家

庄调查处理“肥乡事件”，前前后后大约

有半年时间。

这期间，有省委的同志对我说，有个

大学生、干部子弟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

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

间，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对他

的优良工作作风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习

近平同志并不了解。习近平同志是否真

像省委同志所说的那样“干得不错”，干

部和群众是不是真的对他满意，我作为

中组部的干部，觉得可以抽时间去实地

了解一下。 渊 未完待续冤

曲剧爱好者在排练节目渊 资料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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