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坠子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曲艺

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的汉族曲艺形式，因主要伴奏乐

器为“坠子弦”（今称坠胡），且用河南方音演唱，故称之为河南坠

子。河南坠子在形成过程中，以新鲜活泼的特色，吸引了不少三弦

书和山东大鼓艺人参加到改革创造的行列中来，使河南坠子增加

了大量曲目，丰富了演唱技巧，促使这一新兴曲种日益成熟，并迅

速流传到山东、安徽，民国初年传入北京，20年代传入天津、上海、

沈阳，30年代传入兰州、西安，40年代传入武汉、重庆、香港等地，

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辛亥革命后，随着男女平等

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河南坠子表演开始出现了女性艺人,已知最

早的一批女艺人为从开封相国寺出道登场的张三妮和尹凤宝等。

1913年，河南坠子出现了第一个女演员张三妞，随后又出现了乔

清秀、程玉兰、童桂枝3位名家。女演员的出现，促使河南坠子扩展

了唱腔的音域，改革和丰富了唱腔的旋律，伴奏技巧也有所提高，

河南坠子即传入京津等大城市，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

2017年“河南坠子”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汝州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有赵留群、陈梅、孙京文、王

国志。

刚鑫雨 杜宏伟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
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从用典读懂习近平的执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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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1903—1961年），原名陈庶康，

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无产阶级

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国

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北伐、南昌起义、

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

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

劳。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

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时期，他率

部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汝州一带与国

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并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虽然陈赓同志在汝州

时间不长，但他的英名与事迹，仍在汝州

人民中间传颂。

1947年7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

入战略反攻阶段。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的部署，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陈

（赓）谢（富治）兵团，飞越黄河，横扫豫西，

切断了陇海西线，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陈

谢兵团渡过黄河以后，英勇出击，势如破

竹。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忽东

忽西、忽散忽聚，将那些官匪不分、兵匪不

分，长期骑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横行霸

道的反动据点全部拔掉，打的敌人晕头转

向。

1947年9月28日深夜，陈谢兵团九纵

26旅78团，首先攻克汝州西部重镇—临汝

镇，消灭土匪100余人，缴获汽车一部。后

经过关帝庙、涧山口、温泉街、邓禹和唐沟

等重大战斗，共毙、俘敌第38师、青年军

206师千余人，震慑了盘踞在汝州城的国

民党军队，为解放汝州城奠定了良好基

础。

汝州城位于汝河之畔，雄视伏牛山

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兵家必

争之地。攻打汝州城，可以趁机消灭遭我

军重创的李铁军兵团所属15师武廷麟部，

引诱李铁军部出洛阳，伺机歼灭其部。经

过反复考虑，陈赓司令员下定决心：以九

纵为右纵队，先期南进，攻下宝丰、南召诸

县城，打开进入伏牛山的通道，作为兵团

主力休整集结之地；四纵为左纵队，10旅

夺取汝州、郏县，引李铁军出来，其余转入

伏牛山东麓休整。他的想法得到了兵团其

他首长的赞同和支持。

1947年10月31日，陈赓司令员率领四

纵主力南下途经汝州市西南部的温泉街，

他命令部队暂停前进，让司令部通知10旅

旅长周希汉、11旅旅长李成芳、13旅旅长

陈康来温泉洗“温泉浴”，实际上是征求三

位旅长对下步行动的意见。三位旅长都是

陈赓司令员的老部下，很了解他的性格和

习惯：平日性情开朗，平易近人，对部下情

同手足，言语风趣，时常谈笑风生。此时，

他没有洗澡的兴趣，只草草地沐浴了一会

儿，便和大家一起从浴池里走出，来到温

泉外面，躺在草坪上铺的军毯上，一反常

态，闭目沉思。三位旅长也受到他的情绪

影响，或躺或坐，沉默无言。过了一会，周

希汉旅长打破了沉默，小声地对李成芳、

陈康旅长说：“你们猜‘胡子’在琢磨什

么？”（陈赓有连鬓胡子，部下亲切地称他

为“胡子”），两人未及答话，陈司令员严肃

地说：“现在敌人扭在一起了，这个仗不太

好打。我研究了两个方案，说给你们也考

虑考虑。第一个方案，用两个旅分别奇袭

临汝（今汝州）、郏县，威逼许昌。另以两个

旅奔袭宝丰、方城。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比

较有把握，敌人在各县的民团多则七、八

百人，少则三、四百人，好打。

缺点是我主力太分散。我们过黄河

后，连续作战两个多月，比较疲劳，李铁军

一旦赶上来，我不宜迅速集结主力与之作

战。第二个方案，是以一个旅奇袭临汝、郏

县，威逼许昌，造成声势，引诱李铁军向

东。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我主力可秘密转

移到鲁山、南召、方城地区，深入发动群

众，创建根据地，同时主力可以得到短期

休整，为尔后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但打临

汝、郏县的部队如不能5天内解决战斗，则

有被李铁军赶上，受到夹击的危险。”旅长

们听后，一致赞同第二个方案，并争着承

担攻打临汝、郏县的任务。陈司令员说：

“不要争了，谁打都可以，还怕以后没有好

仗打。我看就让10旅打吧！”周希汉旅长立

即表态：“没有问题，坚决打好这一仗。”陈

司令员语气缓和下来，对周希汉说：“希

汉，担子可不轻啊！李铁军来势很猛，你要

瞻前顾后呀！今天是10月31日，一定要在

11月4日前解决战斗，抢在李铁军到来之

前。”李成芳、陈康旅长也幽默提醒道：“老

周，你可要小心李铁军‘摸屁股’！”周希汉

旅长深深感激首长的信任和战友的关怀，

也以风趣的语言回答：“我是‘老虎屁股’，

李铁军不敢摸！”接着，陈司令员宣布了此

次作战的行动纪律：即时起保持无线电静

默，一律停用无线电通讯。并强调这次行

动“快速、隐蔽”的重要意义。他命令各旅

派出侦察分队，将敌占区各县通往洛阳、

郑州、许昌、南阳的电话线全部毁掉，迫使

敌人使用无线电或报话机联络，以便我军

破译和收听，掌握敌人动态。

部署完毕，陈赓司令员策马赶回兵团

司令部，旅长们也在这里分手，去找各自

的部队。周希汉旅长回到10旅旅部，首先

命令28团攻打汝州城，同时派出侦察分

队，侦察郏县方面的敌情。

1947年10月31日夜，解放军28团悄悄

包围了汝州城。汝州城内的守敌为国民

党整编15师64旅，曾在新安县铁门镇被

解放军击溃，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听说解

放军要进攻汝州城，便于10月31日下午

仓惶逃往郏县城，只留下保安团守城。11

月1日凌晨4点，解放军发起攻击。突击队

首先用炸药炸开西城门，城内守敌闻讯

东窜，在城东北遭解放军堵击，除少数逃

跑外，大部分当了俘虏。战斗不到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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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城获得第一次

解放，揭开了陈谢兵团向伏牛山东麓进

攻的序幕。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

陈赓将军在汝州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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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确定大气

环境承载能力红线，当接近这一红线时便及时提出警告

警示。要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

任追究。

《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2014年2月26
日）

要抓紧对全国各县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抓

紧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我到过的好几

个县、地级市，都说要迁城，为什么要迁呢？没水了。缺水

就迁城，要花好多钱。所以，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超载

区域要实行限制性措施，调整发展规划，控制发展速度

和人口规模，调整产业结构，避免犯历史性错误。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4日）

要落实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继续严格实行耕地用途

管制，并把这一制度扩大到林地、草地、河流、湖泊、湿地

等所有生态空间。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4日）

水是公共产品，政府既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该

管的要管，还要管严、管好。水治理是政府的主要职

责，首先要做好的是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一系列

制度。湖泊湿地被滥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权不到

位、管理者不到位，到底是中央部门直接行使所有权

人职责，还是授权地方的某一级政府行使所有权人职

责？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是什么关系？产权不清、权

责不明，保护就会落空，水权和排污权交易等节水控

污的具体措施就难以广泛施行。有关部门在做好日常

性建设投资和管理工作的同时，要拿出更多时间和精

力去研究制度建设。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4日）

把节水纳入严重缺水地区的政绩考核。在我们这种

体制下，政绩考核还是必需的有效的，关键是考核内容

要科学。我看要像节能那样把节水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

政绩考核，非此不足以扼制拿水不当回事的观念和行

为。如果全国尚不具备条件，可否在严重缺水地区先试

行，促使这些地区像抓节能减排那样抓好节水。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4日）
要系统考虑税收和价格手段，区分生产者和消费

者、饮用水和污水、地表水和地下水、城市和乡村用水、

工业和农业用水等，研究提出实施水资源税、

原水水费、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的一揽子方

案，从实际出发，分层负责，分步实施。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
话》（2014年3月14日）

习仲勋同志曾经教导我说：“一定要

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到人民群众这边，没

有人民就没有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做人民

的勤务员。”在习老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

是这么说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习近平同志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信

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

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在新形势下，各

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

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

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1988

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提

出干部“四下基层”制度———信访接待下

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直到现在，当

地还在坚持这一做法，并推广到全省。在

浙江省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信访工

作任务重的市县接访，亲自协调解决群众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十八大以

后，我们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这个活动的重点，就是把走群众路线

落到实处、形成常态。

第二点，他们都注重调查研究。

举个例子：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工作

的时候，他把那个地区十几个民族的具

体情况，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研究，这

为西北的解放和稳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

基础。

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的，他在正定、

厦门、宁德、福州等地任职期间，都是把调

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础来看待的。通过深

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来积累资料、发现问

题、收集民意，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实、抓

得牢。

第三点，他们都尊重老同志。

习仲勋同志年轻有为，十几岁就参加

革命，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

21岁，是著名的“娃娃主席”。他任中共中

央宣传部部长时，年仅39岁；任国务院副

总理时，年仅46岁。所以，在习老的革命生

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比自己年纪大

的同志搭班工作，而他直接和间接领导的

同志，大多年纪也比他大。但他从来没有

因为自己年轻、能力强、职务高，就轻视这

些老同志，反而一直非常谦虚谨慎，尊重

老同志的意见。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自己经常

骑自行车，却把县委仅有的一辆吉普车安

排给老干部使用。他还常常利用节假日去

老干部家中走访、看望，拉家常、谈问题。

他要离开正定时，老干部都舍不得他走，

有的老干部和他告别的时候，眼圈都红

了。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还跟我谈起过这样

一件事：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有

一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老同志春节团

拜会上，他有一个不长的讲话稿，自己认

真修改了四次。其实，这样的团拜会内容

无非是拜年、慰问、祝福。他对讲话如此重

视，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同志的尊重，这是

很不简单的。

（未完待续）

汝州的粽糕，酷似粽子的变种，原料也是糯米、红枣，

只是加了芸豆。做法是提前把芸豆煮熟，把米洗好，蒸粽糕

时先把米放筒内，然后放芸豆和红枣，这样一层米、一层

枣、一层芸豆，开火蒸熟后，取出放入瓦罐内即可。

从前，汝州城内卖粽糕的，总是挑一副担子，一头是保

温桶或瓦罐里放着热粽糕，另一头放着餐具，一边吆喝一

边向十字路口自己平时占用的摊位走去。如今多为推着小

车，有人买了，就拿起小铲，一下子切下一块往一次性饭盒

一放，量足色美，甜香可口，包你满意。东关桥头有粽糕点，

中大街刘团结所做粽糕很受欢迎，生意红火。

汝州童谣：

粽糕粽糕甜

又香，买上一盒

尝一尝。

吃罢卷舌舔

嘴角，再买一盒给俺娘。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广成路西行，至望嵩路

左转，直行至中大街350号刘团结粽糕店面；2.沿广成路

东行，至城垣路右转，直行至中大街牌坊，即到东关桥头

粽糕店。

锅盔馍应该是由陕西传入汝州的，但一到汝州就被

同化，变得花样繁多起来，有发面锅盔，也有死面锅盔。其

死面锅盔最有名气。黉门堂街57号魏现军锅盔、东关桥头

郭记锅盔，在城内享有盛誉。

其做法是：取麦面精粉和成面团。待面团发起（膨胀）

后，一边往里面兑干面，一边用力揉压面团，翻来覆去，直至

面团不沾手为止。接着揪下一块，压成薄片，加入食盐、五香

粉、味精等，再揉成团，抹上一层油，再用专用的擀面杖连压

带擀，弄成长约8寸，宽约4寸的长方形，然后放到平底炕锅

上去烙。约烙3分钟，馍便上色发硬，能立住架子，这时，把平

底铁锅挪到锅圈上，顺手把锅盔从锅上取下，翻放到炕道再

炕5分钟左右，再取出来放到铁锅上烘3分钟左右，水分基本

烘干了，颜色更加诱人了，锅盔就算成熟了。其整个制作过

程，基本上以炕为主，所以老汝州都称其为“炕锅盔”。

成品锅盔馍能分为数层，外表黄白相间，内瓤起层，

入口细嚼，外焦里嫩、酥脆可口，甘美香甜，久存不坏，便

于外出携带。

汝州锅盔馍吃法有干吃、泡羊肉汤吃、做成炒糊珀馍

吃等等，但最受欢迎的吃法，当属热锅盔馍夹豆腐串、夹

卤猪肉。被称为“汝州三明治”。豆腐串夹馍的美味自不必

说，锅盔夹卤猪肉是汝州人的传统美味。取半块冒着热气

的锅盔馍，来到卤猪肉的小车前，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多

或少买上些肥而不腻、香气袭人的猪头肉，趁热加在锅盔

馍里，猪油被热馍浸润，热馍被肉香熏染，咬一口顺嘴流

油，顾不上擦，迫不及待地就想咬第二口。凡是吃过的人，

回味起来总是赞不绝口，那真是“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

哪得几回闻”了。

汝州民谣：

死面锅盔酥又焦，夹上卤肉味更好。

欲醉如仙来汝州，唯有此地有此宝。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广成路西行，至望嵩路左

转，直行至中大街左转，至黉门堂街右转，即可见魏现军锅

盔；2.沿广成路东行，至城垣路右转，直行至中大街牌坊，向

东即到东关桥头郭记锅盔店；3. 市区及乡镇小吃摊点、夜

市、羊（牛）肉汤店、卤猪肉店均有锅盔馍。

转自《汝兹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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