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临汝县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回忆
●孔宪斌

汝州绿豆粉皮仅选用优质绿

豆为原料，纯手工工艺水磨绿豆

淀粉精制而成，工艺考究，味道鲜

美。它薄如蝉翼，明若窗绫，洁如

白璧；它性平且凉，食之具有清热

解毒、益气明目之奇效。到汝州的

客人无不为能品尝到这道美肴而

赞不绝口。汝州人更是珍爱这道

名菜，把它作为馈赠外地宾朋的

地方名贵土特产，也把它作为招

待客人朋友宴席中必不可少的一

道至上名菜。田家绿豆粉皮生产

工艺经六代传承人继承真传、钻

研探索、改进创新，已臻上乘境

界，声名远播，广传中州大地。

2014年“手工绿豆粉皮制作

技艺”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一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田

章栓、田志刚。刚鑫雨 杜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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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区干队的工作情况

我叫孔宪斌，1925年12月出生于临汝县大峪

乡孔窑自然村。我是1944年10月参加共产党领导

的临汝县大峪店抗日区干队的。当时，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的组成是县长党峰，区长董逢甲，县独

立团副团长陈其双，区队长王天一。我负责大峪

抗日区政府事务长工作。区干队下属有三个中

队：张玉林中队、秦广善中队、王天一兼任一个中

队。几个中队分兵设防，保卫抗日县政府和抗日

根据地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张玉林中队驻防在

登、临交界地“毛岭”一带，随时抗击日寇和国民

党登封县长杨香亭的武装从北边的进攻；秦广善

中队驻防在大峪抗日根据地南部许台一带，抗击

日寇和汉奸头子黄万镒从南边的进攻；王天一领

导的区干队直属中队，经常驻在大峪店街和西邢

坪村一带，抗击禹、郏两县的日寇和国民党县长

席子猷从东边的进攻。每个中队约30余条枪支，

没有重武器，全是步枪。生活上由几个行政村供

给米、面，县政府供给菜金。

我在区干队工作时，日伪军先后对大峪根据

地进行了数次的进攻和扫荡。

第一次是禹县的日伪军，集中了数百人，从

禹县、临汝交界的东岭“狼洞岭”向我大峪抗日根

据地进攻，由我区干队和民兵集中兵力进行反

攻。战斗打响后，我陪同王天一队长，从大鸿寨的

半山腰下去指挥反击日伪军。经过半天的战斗，

迫使敌人退到禹县东车窑村。天黑时，我部队、民

兵撤出战斗，守卫在东邢坪村和东沟营房。夜间，

日本鬼子进行报复，来一个突然袭击，我区干队

边打边退，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撤退到河东一带。

第二次是二道山神庙的反击战，以敌人的失

败而告终。汉奸头子黄万镒，从黄庄进攻大峪抗

日根据地许台秦广善防地。我陪同抗日县政府张

清杰秘书，一同到二道山的山坡下助战，指挥战

斗。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根据地军民打退了黄

万镒匪徒的几次进攻，把敌人赶下二道山神庙。

这次战斗，敌人遭受重大伤亡，秦广善中队未伤

一人，胜利结束了战斗。

第三次是伪县长的失利到搞阴谋诱降。1944

年12月的一天，区干队在西邢坪村驻防，登封县

国民党县长杨香亭，从马玉川、小鸿寨山向大峪

抗日根据地班庄、叶沟一带进攻。我当时负责后

勤工作，供给前线部队生活吃用。经过一天战斗，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敌人赶回到小鸿寨山上。

就在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敌人采取了明

打、暗拉的阴谋诡计，把区干队中队长张玉林暗

拉了过去。张玉林暗中又给王天一队长写了一封

劝降书，派人送给王天一。因王队长不识字，我又

是王队长的家族外甥，这时我已改任区干队文

书，他叫我拆信念给他听，信的大意是：王队长，

咱都是本地人，八路军站不住脚，老日来了他走

了，老百姓光受害。咱投靠国民党县长杨香亭有

好处，他的势力大，咱也有靠山，他也不再打我

们，咱合起来保护咱们这一带的老百姓。王天一

听后很恼火，并发脾气说：“想叫我掉头，脚踏两

家船，不可能！我一臣不保二主，我不干。”我问王

天一回信不回信，他说不管他。事后，我把这件事

向县委书记、县长党峰作了汇报。从此后，抗日

县、区政府对张玉林中队有了警惕。把他的中队

调到大峪店街北头门楼上驻防，由区队部监视，

后张玉林被我政府镇压了。

我调到县政府之后

我是1945年元月份调到抗日县政府工作的。

当时，党峰县长安排我到皮徐支队35团政治处去

学习除奸、保卫工作。学习半个月回来后，我就任

抗日县政府公安干事。当时，抗日县政府没有公

安局这个机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抗日县政府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抽调六个青年，组成减租、减

息、倒地工作队，到各村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顽

固派，争取中间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

鬼子和汉奸走狗，并宣传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还

家政策，即穷人在民国31年灾荒时卖出去的土

地，地主要无偿地倒给穷人的政策。因为当时大

峪抗日根据地四面都被日伪军包围，并不断地受

到反动势力的进攻扫荡，所以，集中一切人力、物

力、财力进行抗日战争、保卫抗日根据地是抗日

县政府的首要任务。其他的工作有空就搞，无空

就停。我在县政府工作三个月时间，搬住了五个

地方，有马鞍驼村、竹园村、王家门村、黄窑村、邢

坪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主要发生了敌人夜袭

扫荡、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等几件事。

1945年元月份，禹县国民党县长席子猷夜袭

高崖头、窑沟、东坪、东沟、河东根据地等10几个

村庄，进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们对此进行调

查，并慰问受害群众。从高崖头到大碗沟一路东

边各个村庄，火光冲天，烧了一整夜，房屋、窑洞

被烧数十间，麦秸垛数十个，打死打伤数十人，捆

绑拉走妇女10几人，牛羊赶走数百头，如李永贵

家被烧麦子、杂粮2000余斤，和其它物资数百件、

麦秸垛3个。

打败了日寇，我们又开了追悼会。孟窑战斗，

我们虽然打了胜仗，打死日寇3名，俘虏2名，得了

战利品，但我们牺牲了2名民兵。在黄窑村我们搭

了台子，开了追悼会，表彰民兵英雄，党峰同志上

台讲了话，死难家属代表也讲了话，并追授2位死

难民兵为烈士。

对汉奸的惩罚，我受了批评。狼洞岭和日伪军

的战斗结束后，在东坪打扫战场时捉住了一个汉

奸（布衫内装有八响枪一支）和朱池的儿子被押送

到县政府竹园村炮楼内看押数天，又被王天一队

长带回看押，我听说要枪毙这俩人，我去县政府

（在马鞍驼村）找党峰县长汇报此事，党县长答复

不能枪毙，问题弄清后再说。党峰县长让我快回去

对王队长说，不能枪毙。我随即从马鞍驼赶回邢

坪。我走到西邢坪岭上，王队长已经带领区干队把

俩犯人拉到西邢坪村对面背阴坡的山腰，随即我

就听到了枪毙犯人的枪声。后来党县长批评我时

明确交代，今后不经县政府批准，无权枪毙人。

没有过好元宵节。我记得1945年农历正月十

六，我们县政府人员当时住在王家门李菊五地主

家。元宵节早上，我们正在吃饺子，日寇从蜜腊山

背后向我县政府方向进攻，遭到我军的抗击。我们

县政府大部分人员上山做好备战准备，我部队抗

击日伪军一天时间，最终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

我军的失利，日寇的扫荡及对我的追捕。

1945年元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大峪店街，区队

部张清杰秘书到区队部对我说：“小孔，你今下午

给大峪店村干部和群众再通知一下，临汝城日本

鬼子联合伊川、登封三个县日伪军，从伊川、石

道、大金店、小金店、白栗坪向我大峪根据地扫

荡，今晚敌人可能住到小金店，明天早晨拂晓可

能进攻我大峪店。毛岭防线由张玉林中队把守，

日伪军如进攻时鸣三枪为号，说明敌人过来了，

干部、群众一律撤离到东西山上去，你去马鞍驼

县政府找我们，一定做好群众工作。”张秘书向我

交代后，就往马鞍驼县政府去了。我立即就对大

峪店干部群众交代了张秘书的指示，我晚上住在

大峪店区队部。队部只有炊事员和两个战士，王

队长和部队都在东山前线防守禹县日伪军的进

攻。第一天早晨一直没听到枪声的信号，认为敌

人不会来了，准备吃罢饭再走。谁知张玉林中队

把守到半夜后，没有听到敌人的动静，把部队搬

到乱石扒村睡觉去了。敌人乘机畅通无阻地过来

了，张玉林发现时，再发出鸣枪的信号已经晚了。

日本鬼子已进攻到高崖头、栗坟沟一带，我去大

峪街北头和两个区干队战士李四、颜根成速往西

北马鞍驼方向走去。行至孔窑村南边，日本鬼子

从北菜园西岭上冲过来一股，堵住了我们的去

路，并扑向我们。我看形势不妙，就拨马而回，分

三路回头向大峪方向撤去。日本鬼子急速从我背

后追来，因我年轻腿快，一个日本鬼子伸手抓住

我的大衣时，我把大衣一闪掉，快速冲出了鬼子

的追捕圈，但鬼子仍不停地在我身后追赶，我跑

到大峪店街北头，街内外已被日本鬼子占领，背

后有追兵，前边有日本鬼子堵住去路，在我无路

可走的情况下，发现大黑山脚下土崖头斜着上下

有个大流水洞，我急忙躲到里边四个小时，才免

遭鬼子的追捕。

我到抗大去学习

1945年3月，由党峰县长介绍我、于光、于凤

鸣、王金柱四名青年到巩县皮司令一支队豫西军

事干校（后改名抗大河南分校）学习，编入一中队。

指导员张毅，队长姓吕，大队长、政委李其堂，教育

长史向生。学习的内容有毛主席《论持久战》《论联

合政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各阶级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

首要问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

击顽固派”等重要内容。皮定均司令员、徐子荣政

委、郭林祥副政委、方升普副司令员都给我们作过

报告、讲过课。青天下面是教室，树林里面是课堂，

地球上面是凳子，膝盖上面是桌子，手拿铅笔，把

废纸订起来当记录本用。早晨5点是军训，上午野

外听讲课，下午分组来讨论，晚上歌声响亮，夜间

放哨、站岗。三个月期满我留校，当了班长，做骨干

力量，这时该校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河南分校。我

们临汝县大峪区去巩县抗大第三期学习的有李仁

义、高申、郎长极、刘同章、贾六斌、高天福等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但不缴械。我

们皮徐部队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开始大反攻，打下

了登封、密县两个县城后，兵临偃师县城西部，准

备攻打偃师县城和洛阳城，突然遭到国民党第八

军的阻击，我军被迫撤回巩县井村一带待命。农历

的八月，首长传达中央命令，要开始打运动战，我

们皮徐部队从巩县、荥阳一带集结，经过偃师、密

县到登封白栗坪一带集中过了八月十五中秋节，

整编了队伍，成立军区教导团，抗大军校编为教导

团的第一营，团长裴太王，政委张思贤，政治部主

任李其堂。

到了农历的九月初一，我们部队撤离豫西根

据地的准备工作就绪，就开始由登封县库庄出

发，下午行军到达临汝县大峪店，在东湾村宿营。

我为了安定战士的思想情绪，执行夜间12点急行

军的团部命令，离我家一里之地竟没有顾上回家

探望二老双亲和妻子儿女们，就这样忍痛退让地

远离家乡。第一天早上日出三竿，我们教导团一

营到达武窑村河边。前卫部队传来命令说，土匪

头子黄万镒驻守在李楼寨内，封锁道路，不准我

军路过。特务连在寨外与敌人发生了战斗，团部

张政委、李部长命我营再组织一个战斗连去增加

火力，掩护部队冲出敌人封锁线。我营组织100人

的战斗连，营长带领冲了上去。部队冲进敌人的

封锁线，经过边打边走、敌人的前堵后追，4个小

时的激烈战斗，我们的教导团胜利地渡过汝河，

踏入四十五里虎狼爬岭。在掩护部队撤离李楼寨

战斗时，我们团政委张思贤和团政治部主任李其

堂受了重伤，用担架抬着渡河行军。张思贤政委

到舞阳县时，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了。教导团后

尾部队被黄万镒匪徒截捕30余人，后被残忍地枪

杀了。

以上是我在临汝县大峪区参加抗日革命工

作到八路军全部撤离豫西根据地的亲身经历。

（该文根据孔宪斌1983年2月23日撰写的回

忆文章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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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手工绿豆粉皮

手工绿豆粉皮制作技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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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 (扩

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

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

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注意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

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

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

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

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

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个“高产穷县”发展成了

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

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

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

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采访组：您很关注青年干部的锻炼、成长，曾多次

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汇报干部工作情况和工作建议，

其中也曾提到过习近平同志，请您回顾一下这些信的

内容。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
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

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

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

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

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

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

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

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

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

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

争议，但仅仅多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

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

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1700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284万，约

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

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

去，有56800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

快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

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两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这封信，并抄送几

位领导同志：“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使用、锻炼问

题和提拔知识分子的问题，具体怎么样配备，怎么样提

拔，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请你们研究清楚以后，提

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设计得太繁琐、太

死，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此事的重视。我没有想到，

我写给胡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经过他批示，就形成了中

央的一个文件。

1983年2月5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

报了一些工作。“春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和石家庄

住了几天，接触了一些群众和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政

策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大家说‘翻身多亏毛主席，致富

要靠邓小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干部问题，要向你反

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三个是这样

的：我们党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扶上

马，走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

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如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等

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

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他们虽是

大学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层摔打了七八年，夯实了群众

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头苦干，忠党爱国，勤于学习，善

于团结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们虽被扶上了马，但缰

绳还没给他们。”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对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

送几位老同志，认为“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

全党的观念”。这个评价很高了。

后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第三封信，这是一次

汇报会的简报，而这个汇报会则源于胡耀邦同志对中

组部的一个指示：“你们这些人没工夫下去，可以请一

些县委书记来组织部汇报，打通上下级的联系。”

1984年9月22日，中组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召开

了一个汇报会。我是中组部秘书长，汇报会的具体工作

由我来做。我找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来汇报，河

北一次就来了四个。（未完待续）汝州·非遗

近
日
，洗
耳
河
畔
鲜
花
盛
开
，市
民
游
玩
赏
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