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非遗

在紫云山景区里，由观音堂沟和聚仙堂沟流淌出两

条山溪，溪水交汇处，有一块巨石冲天而立，当地人叫它

将军石。传说这将军石与王莽撵刘秀有关。

传说，王莽篡夺了刘姓江山后，为铲除后患，欲将刘

氏皇族赶尽杀绝，南阳王刘秀，是当时皇族中最有才能

的一个，当然就成了王莽追杀的对象。四月，王莽带兵一

路追杀刘秀。

刘秀跑过禹州小石桥，来到郏县山头赵。到那儿眼

看着要跑出大山。刘秀一看出了山不好，容易被王莽兵

发现，就拨回马头，朝西北方向逃进了汝州地界的紫云

山区。碰巧正撞上前方一股王莽兵，慌忙又拨马南逃。王

莽兵在后面紧紧追赶，刘秀被撵得人困马乏，跑得越来

越慢。日头偏西时跑到观音堂沟和聚仙堂沟交汇处，迎

面见有巨石岸然挺立两溪间。刘秀来到跟前，那巨石忽

然开口说：“你是何人？”刘秀望望四周，没有一个人影，

想必巨石是问自己的，慌忙下马向巨石一拜，说：“巨石

啊巨石，我就是当今南阳王刘秀，你若能把我身后追兵

堵住，保我无事，日后我坐了江山，一定封你为大将军。”

说罢，催马前行。说也怪，王莽追兵赶到巨石边时，竟不

见去路。巨石两边山坡上，还突然射出来一阵乱箭，挡住

他们不能前行。巨石南200米擂台上鼓声震天，约一个时

辰，鼓声和弓箭射击才慢慢停止。这时，天色已黑下来，

刘秀从躲藏的树林内爬上高处的大树远望，已看不见追

兵影子，这才找一块地方把马拴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喘气歇脚。

后来，刘秀当上皇帝，果然践行诺言，将巨石封为大

将军，人称将军石。

讲述者：靳全钦
整理者：焦玉川 袁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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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皮，起源于陕西关

中地区的汉族传统美食，

是擀面皮、面皮、米皮、酿

皮的统称。流传到汝州后，

成为汝州人不可多得的天

然绿色无公害食品。有筋、

薄、细、穰四大特色。“筋”，

是劲道，有嚼头；“薄”，是

蒸得薄；“细”，是切得细；

“穰”，是柔软。基于这四大

特点，受到大众的普遍欢

迎。特别是绿洲苑附近的

“李记擀面皮、米皮”，经常

食客满堂。

米皮白且透亮，切成

筷子般粗细，然后放上盐、

醋、特制的调料水、黄豆芽

（或绿豆芽）等，最后用筷

子挑起一撮皮子在盛满红

亮的辣椒油的罐子里美美

一蘸，若嫌不过瘾再用勺

子挖一大勺辣椒出来，红

红的，油油的，一起淋到皮

子上端到食客面前。洁白

的米皮、红亮的辣油，不等

入口，那扑鼻的香味就已

经馋得人口水直流了，拌

匀了尝一口，皮子筋道，口

味酸辣，鲜香异常，人间美

味不过如此！

擀面皮形似宽面条，

几乎透明，筋而耐嚼，再泼

上油辣椒、盐水、香醋等调

料加以调和，口感极佳。制

作方法是：取上乘精粉适

量，拌匀揉成面团，将面团

放于凉水盆中反复揉洗，

直到洗净面筋为止。再将

洗出的面水过箩沉淀，在

凉快干净处沉淀一夜。次

日滤掉在上面的清水，把

粉浆用小火在锅内提炼成

团，人工搓成小块、笼蒸一

小时后出锅，用饸饹床压

制成粉条状。或用文火在

锅里边搅边炼，炼成半熟

为宜，再揉成细长条，置于

笼内蒸熟。然后缓缓晾冷，

用锋刃刀片切成极薄的

片，拌以精盐、香油等多种

佐料，即可食用。

麻辣面是一种面食，在

汝州十分流行。味道辛辣，

鲜香可口。辣椒、葱切成末，

面煮熟后捞出，置于盘中，

加上酱料、葱末即可。

有诗为证：

凉皮一经传汝州，花

样翻新第一流。

又有传统麻辣面，倾

倒食客醉古州。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
发。1.沿广成路东行，至城

垣路右转，直行至丹阳路，

向东即到绿洲苑李记擀面

皮店。2.沿广成路西行，至

望嵩路左转，金世界步行

街附近有李记擀面皮，再

直行至节妇祠街口，也有

李记擀面皮。

凉皮、米皮、擀面皮、麻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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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战斗生活回忆
●王武烈

（上）

1947年8月，我受温县和武陟县委派，带

领2000多民工和民兵，随陈谢兵团九纵队过

黄河支前。也正是这次支前活动把我和临汝

人民连在了一起。从此，我在临汝度过了4年

多终生难忘的战斗生活。这是一个社会变革

的重要时期，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对临汝县

及其人民的感情也特别深。

我们是8月24日从河南济源一个名叫王

屋的渡口过黄河的。主力部队在前两天已经

过了河。当时，我们没有大船，只有能坐10多

人的小船。白天，敌机空袭频繁，只能在晚上

渡河。夜间，敌人又经常打照明弹。为此，大家

风趣地说：“感谢老蒋给我们照天灯。”过了黄

河以后，我们随着26旅打下了陕县、新安、宜

阳、嵩县、鲁山、伊川等地。就在我们到伊川县

时，刘梅副专员通知我到临汝县和尚庙村接

受新的任务。

我到临汝时，大部队已经去了南召。见到

刘梅同志后他说：“前委秦基伟司令员已决

定，把你留下来担任临汝县县长。”我当时表

示，组织上的决定我无条件服从，但有两个问

题不好办。一是我是由温县派出来支前的，把

我留下来不回去，不好向温县交代；二是由我

带来的民工和民兵如何安排？刘梅同志说：

“这个事由秦司令员给温县说，你就不用管

了。民工交给民运科，民兵连先由你带领开展

工作”。他还说：“我也不回豫北了，留下来任

五专署专员。”我当时提出要求给些干部和部

队。刘说：“我也和秦司令员提出过，但他说现

在战斗任务重，不能给我们留人了，只能靠我

们自己闯了。”于是我就带着七八十名从温县

来的武装民兵，开始了我在临汝的工作。后来

有人说，我是单枪匹马来临汝的，这就有些夸

大了。当然，当时实际上只有我一个领导干

部，其余都是临时来支前的民兵。

一、临汝县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剿匪斗争
1947年11月24日，我们正式在临汝县展

开了工作。我和刘梅专员决定在和尚庙村召

开大会，正式宣布临汝县人民政府成立。在那

天的大会上，我首先请刘专员讲话。他在讲话

中，先宣布了临汝县人民政府的成立，并宣布

由我担任临汝县县长。接着，他又讲了共产党

就是要为人民当家作主，要领导人民打倒土

豪劣绅，打倒恶霸，消灭土匪。最后他还给群

众讲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坚定了革命必胜的

信念。随后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我说，我们

这次不会再走了，要和全县人民同甘共苦，要

为人民当家作主。要为人民服务，要领导人民

消灭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政权，要让人民彻底

翻身得解放。大会结束后，我们印发了布告，

在全县各地广泛张贴，临汝县人民政府成立

的消息，很快在全县人民中传开了。

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和尚庙村作为县政

府的临时驻地呢？因为这个村子小，我们人不

多，便于警卫。那时的环境还很复杂。我们白

天在村子里开会，晚上就转移到别的村子睡

觉，每天都要换个地方，不让敌人发觉。我们

在和尚庙活动了10多天，召开了保甲长等人

的会议。所有能通知到的地方，都请他们来。

先向他们宣讲党的方针政策，然后给他们布

置任务。根据村子的大小，分配参军名额，而

且要求他们自带枪支，3天之内连人带枪来和

尚庙报到。因为当时解放大军在临汝、郏县、

宝丰一带，消灭了敌人15师，活捉了师长武庭

麟。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我们很快就扩大了

队伍，参军的人多数是自愿的，因为穷人没饭

吃，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当然，也有的村子

来的是买来的兵痞。经过我们审查，不合格的

就让他们回去了。经过10多天的工作，我们扩

军100多人，加上原有的人，总共有200多人，

初步形成了临汝县的革命武装力量。

我来临汝的第二天，朱洪文同志就来参

加了工作。他是原来的地下党员，是位中学教

师。他来后，担任县政府秘书。我们到观上村，

温士俊也参加了工作，让他学刻字，这才形成

了县政府初步的文书班子。

我们初期在发动群众时，执行了一套

“左”的“走马点火”政策，即对恶霸地主实行

抄家点火分浮财的办法。这种做法实行不到

一个月就被纠正了。这期间，我们还闹了一个

笑话。有一次在赵沟村发动群众分恶霸地主

的浮财时，群众发现了一枚县政府的大印。这

个大印不是临汝的，而是临颍的。当时临汝县

的大印是刘梅专员让我们用萝卜刻的一个临

时印章。刘梅专员说，用萝卜改刻一字先用

着。我就叫崔明新找人先用萝卜刻了一个县

政府大印。临汝县发的第一个布告，盖的就是

这个萝卜刻的大印。而临颍改刻的那个大印，

只是做样子装门面，对外说是临汝县的大印。

虽然这个大印不是临汝县的，但它毕竟是个

县府大印，而且对外都知道有这个“临汝”大

印，却给弄丢了。丢了大印是一个大事，急得

管理印玺的同志哭了起来。我说，不要急，一

定要保密。发动所有的干部、战士去找，中午

大家也顾不上吃饭，一直找到下午。这时有几

个战士发现一群小孩在玩一个铁盒子，像是

大印盒，赶快要过来一看果然是，大印也还安

然在里边，大家这才乐开了，悬着的心才放下

来。后来，我派人到城里正式刻了一个大印。

使用萝卜大印和“代用品”才得以改变。

我们在和尚庙大约住了10多天，汝河北

的敌人开始对我们有了觉察。当时，解放军大

部队已经走远了，只有我们地方武装二三百

人。我和刘专员研究，决定转移到观上。观上

村一方面靠山，便于打游击；另一方面靠煤

矿，有财政收入。到了观上，也主要是发动群

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执行了“抄家点火”

的错误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掌握

了情况，群众也开始向我们靠拢。正当我们组

织了农会，准备向地主展开斗争时，敌人在汝

河北集中了大批土匪，开始向汝河南地区进

攻。这时，刘梅专员由于专区工作需要，回鲁

山（五分区）去了。临走时，我们分析了情况，

统一了认识：第一，我们还应该在汝河南坚持

下去；第二，如果坚持有困难，也不硬拼，可以

向宝丰、鲁山方向靠近，和五分区联系。

敌人首先向汝河北的官庄进攻。官庄是

汝河北的一个大村。当时驻守官庄的是九纵

26旅收编来的一支土匪部队。土匪头子孙凹

斗当时还被任命为剿匪副司令。这股土匪之

所以暂时与我们合作，主要是由于土匪内部

的矛盾和慑于我军力量的强大。敌人攻打官

庄，主要就是和解放军收编的孙凹斗这些人

交战，当时县政府也派部队去支援官庄的战

斗。打了三、四天，我看不能再硬拼，就决定叫

他们撤下来到蟒川集中。对这部分土匪武装，

我们不大了解，只是听说这股土匪很坏。当他

们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子时，发现他们有不少

人抽大烟，有的土匪还抢农民的东西，强奸妇

女。因为当时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强，有两挺机

枪，而且土匪的战斗力也很强，我决定先稳住

他们，等待机会再说。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

心中就非常警觉。当时我们夜间行军由蟒川

转移到半扎，我便叫孙凹斗部队走在前边，我

们的部队在后边，并暗中嘱咐我们的人，提高

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到了半扎，我派人去宝

丰、鲁山一带和五分区联系。这时五分区也派

了一个排，由一个科长带着来找我们。我们会

合后，这个科长向我讲了当时发生的“灵宝事

件”———由于土匪武装反戈，我们的地方干部

惨遭杀害，损失很大，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我

也向他们介绍了孙凹斗的情况，他事先也知

道这股土匪武装的事。我说：“我真是提心吊

胆，内部不纯，如果不及时解决，不知什么时

候，就会发生第二个灵宝事件。”我们统一了

看法后，当天就研究了解决这股土匪武装的

办法。我们分析，他们不会发现我们这么快就

要消灭他们，要继续稳住他们。我和分区来的

人商量，一定要保密，除了我们两人以外，只

有朱洪文、崔明新和军区来的班排长知道。第

二天一早，我们通知召开班排长会议，名义是

传达分区的指示，所有的班排长必须到会。就

在这个会上，我们把孙凹斗、王祥等主要土匪

骨干抓了起来。同时宣布让他们的部队交出

武装，很快就解除了这股土匪武装。对一般人

员，我们讲明党的政策，愿留下的可以继续留

下来，不愿留下的可以发路费让他回家。经过

清理、教育工作后，大部分愿留下来参加我们

的部队。有20多人是（其中包括一些小头目）

经过教育放他们回家，责令他们不得继续作

恶。在清查中我们发现，孙凹斗是明里归顺解

放军，暗地里却和国民党勾结。打着人民解放

军的旗号残害人民，实属罪大恶极。我在大会

上宣布了他们的罪行。把土匪头子孙凹斗、王

祥等六、七人执行枪决。经过这次整顿，消除

了隐患，纯洁了队伍。我们正式组成了两个连

队，共有300多人，还有了两挺机枪，大大提高

了自身的战斗力。

大约是12月底，天气已经冷了，九纵二十

六旅黄副旅长带一个营到黄河北去领棉衣，途

经临汝。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任务后，觉得是一

次难得的机会。我和黄副旅长商量，请求部队

在临汝住几天，帮助去北山剿一次土匪。不然，

工作很难开展，群众难以发动。我还和黄副旅

长开玩笑说，你不同意我这个请求，我这个县

长也不当了，就和你们一起走了算了。经过协

商，黄副旅长同意多住3天，答应去北山剿一次

土匪。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他们对

地方情况不了解，要我们配合战斗、当向导；第

二，战俘要交给他们补充队伍，如果要枪决土

匪头子，交由他们处理；第三，任务完成后要给

部队改善一次生活（即慰劳部队），因为当时部

队生活很艰苦。我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随后，我们派人侦察敌情，确定这次攻打

的主要对象是夏店和尚庄的黄庄。这次战斗

非常重要，也非常顺利。消灭了敌人的主要力

量，总共俘获了三四百敌人。经过当地群众审

查，我们在观上召开了公审大会，把主要匪首

和罪大恶极分子就地枪决，为我们离开观上

时被敌人残害的解放军伤员和群众报了仇。

大会后，我们为参战的干部战士改善了一次

生活，也是庆祝这次战斗的胜利，干部和战士

非常高兴。之后，黄副旅长就带着部队到黄河

北执行他们领棉衣的任务去了。这次借助主

力部队在汝河北的剿匪战果，对汝河南形成

巩固的根据地，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此后我们

在临汝建立了3个民主区政府。临汝的工作从

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

踩高跷，是汉族传统民俗活动之

一。踩高跷俗称缚柴脚，亦称“高跷”

“踏高跷”“扎高脚”“走高腿”，是民间

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多在一

些民间节日里由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

跷进行表演。

踩高跷技艺性强，形式活泼多样，

深受群众喜爱。刘庄高跷队最早起源

于清末期，朱姓人朱万明带领十几人

组成高跷队，以高跷故事戏的形式走

街串巷，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欢乐。

1953年，刘庄人席海朝继承和发扬了

这一传统技艺，在刘庄农会的大力支

持下，重新成立刘庄高跷故事戏，刘庄

高跷长95公分、85公分、75公分和50公

分不等，为木质，表演有双跷、单跷之

分。每到农历正月，刘庄高跷会，在腰

鼓、小铴锣、大小镲的打击乐中穿街而

过。由于诙谐有趣、粗犷喜人、声情并

茂、时有乐哏，一向为人们所喜爱。从

正月初五开始踩街，正月十五正式上

街，一直到十八方告结束。在民间文艺

的熏陶下，刘庄高跷队一直延续到今

天，为汝州民间文艺的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

2016年“踩高跷”被汝州市人民政府

公布为第三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马炳运。

（刚鑫雨 杜宏伟）

踩
高
跷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他就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那年31岁，身

材修长，年轻老成，讲话不紧不慢，

有板有眼。我采访过很多县委书记，

而他的那种从容、自信和坦率，却让

我刮目相看。相当多的地方对上级

考察和记者采访，多半都是捂着差

的，给你看好的；留着劣的，给你说

优的；领你去看的，大都是精心挑选

的。上级满不满意，关系重大，自不

必说了。新闻记者的报道影响广泛，

写出来的东西，同样也关系着干部

的政绩和前途。习近平同志让我自

己去看，随便看，随便找人谈，足见

他对整个正定县的发展有充分的自

信，而且不避讳存在的问题。

当时，正定县委只有一部草绿

色的吉普车，习近平同志就把这部

车派给我了，让高培琦陪我采访调

研，当天我们就下去了。一连3天，我

们跑了正定城乡很多地方，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典型。在乡镇、企业、学

校和农民庭院里，广泛接触乡村干

部和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百姓。

采访组：有了您这3天的考察，

再和习近平同志谈话就更加深入了

吧？

赵德润：第二次谈话非常关键，

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更加深刻

了。4月19日，记得是在县委会议室

里，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

流。我们从县情谈到国情，从经济发

展战略谈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从

人才培养谈到借助专家学者的智

慧。话题虽然广泛，却始终围绕着如

何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让人民

过上幸福生活。

我昨晚查阅了当年采访习近平

同志的笔记，上面详细记录着他那

天的谈话。1985年春天我从河北分

社调到河南分社，留下了这份采访

笔记，否则记忆力再好，也难以记住

33年前的谈话细节。重温当年的谈

话，我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县委书记

的岗位上就善于从大处着眼思考发

展战略问题，他的谈话富有远见卓

识，体现了一种大格局。

谈话的开场白，习近平同志说：

“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要有

一个思想基础。如果思想不解放，思

路不清，精神不振，就什么都干不

成。”

习近平同志接着讲到规划问

题，他说：“正定要发展，首先要研究

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

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

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然后再考虑

当前需要干什么。有了清晰的思路，

才能使工作稳步推进。要下决心改

变过去那种‘盲人骑瞎马’的状况。

正定县的规划，经过充分研究、讨

论、取舍，成熟以后，再通过人大的

立法固定下来，不能朝令夕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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