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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非遗

民 间 故 事

泥塑，即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是中国一

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

彩，题材以人物、动物为主，汝州泥塑作为中原地区泥塑的一部分，

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其发展和演变受到不同时期历史文化

的影响，也使其成为各个时期艺术的缩影。汝州泥塑艺术分布在汝

州市各个区域，如位于骑岭乡的风穴寺，小屯镇的三山坡、神州庙、

奶奶庙和白龙庙，焦村镇的小南海观音堂、姜公庙、中王庙和太山

庙，蟒川镇的燕山庙，纸坊镇的龙泉寺，夏店镇的关帝庙，骑岭乡的

火神庙、中王庙，王寨乡的中王庙和三官庙，米庙镇的安阳宫，大峪

镇的中王庙，寄料镇的宿王庙等。

2014年“泥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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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郭建水、王云洲。

（刚鑫雨 杜宏伟）

我与霍华章同志1948年9月一起调到

汝州市（前临汝县）来工作。1953年5月，我

调离汝州参加武汉长江大建设而分别。如

今他先我而去，深感悲痛。

1948年，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解放

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各个战场上大

决战的前夜，中共华东局奉党中央之命，

抽调干部支援中原解放区建设，组成约万

名干部的支队，由金明同志带领，来到中

共中原局驻住地（临汝、宝丰两县交界的

魔塚营、路寨一带）。

九月中旬，中原局将夏如爱等151名

山东老区干部分配到汝州市搞重点（汝、

郏、宝三县按照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工作

指示和邓子恢《论群众运动》论述）试验来

了。当时，汝州市解放一年了，国民党反动

军队和大股土匪已被打垮、消灭了。但是，

封建地主、恶霸等反动统治阶级，仍然压

在人民头上，土匪迫于形势，采取“夜聚日

散”形式，仍在到处进行破坏活动，急待派

干部去发动组织群众，消灭匪霸，建立农

村政权，支援解放战争。华章同志被任命

为十一区（后改为八区、五区）区委书记、

临汝县农民协会副主席，我被任命为二区

（后改为三区）区委书记。

初到新解放区农村发动群众，要访贫

问苦，扎根串联，做到真正依靠贫下中农。

对外来干部说来，由于语言不同等等诸多

因素，要提高群众觉悟，在农村形成优势，

难度是很大的。他所领导的虽然不是重点

区（一、四、六区为重点），而发动群众起来

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运动都走在全县

前列，所造的声势对其他区农民起到了推

动作用。他所领导的地区，翻身农民青年

参军反蒋也很踊跃。

到1949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的胜利，以及其他战役的胜利，国

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人民

解放军不但在素质上，而且在数量上都占

绝对优势。党中央提出“将革命进行到

底”，命令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中国”。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急需要大批

干部随军南下，接管国民党反动政府各级

政权。当时，经过宣传发动，汝州城乡广大

群众，觉悟普遍得到了提高，积极参军参

战，迎接全国解放。根据上级指示，临汝县

委抽调大批干部（主要是老区来的干部）

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工作。原县委领

导干部只留下王武烈同志任书记，调华章

同志担任组织部长。不久，组织上任命我

代理临汝县长。

在临汝县委统一领导下，我们并肩战

斗，继续清匪、反霸、查减（减租减息），支

援全国解放。当时，汝州北山匪首姚保安，

南山匪首王斗还未落网，而且在3月中旬，

一区、五区同时发生土匪暴乱。4月底，六

区毛庄又发生土匪暴乱。这些暴乱发生的

主要原因，都因为有些村农会组织不纯，

有些村政权仍掌握在匪、霸手中。因此，贯

穿全年的工作，主要是采取军事斗争与群

众性政治攻势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进行清匪、反霸运动。肃清土匪，打倒恶

霸，为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创造了

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冬季全县土改由点到面地展开，

到1950年3月结束。土改之后，适时地发动

群众开展农业生产和互助组运动。华章同

志在完成中心任务的同时搞好部门工作，

大批老区来的干部南下之后，要选拔大批

本地新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并在中心

运动中纯洁和发展了党组织。

1950年，正当全国人民欢庆胜利、医

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时，6月美帝国

主义发动侵朝战争，霸占我国台湾，封锁

我国沿海。当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

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赴朝作战。县

委根据党中央指示，1950年冬和1951年开

展了抗美援朝宣传，掀起了参军、参干，捐

献飞机运动，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分

子，开展了爱国增产和互助组运动。1951

年4月2日，《河南日报》头版刊登了《在抗

美爱国增产运动推动下，临汝工作开展很

快》的报道。

在王武烈同志1951年春调离后，华章

同志任县委书记，全面领导各项工作，我

们互相信任，紧密配合，在全县继续开展

三大运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动农民

“组织起来，爱国增产”。1952年1月《河南

日报》报道了临汝县的劳动模范许牛娃

“组织起来，爱国发家”的模范事迹。

1952年前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中

共许昌地委部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即《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

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

的“五反”斗争（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盗窃国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

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

动中，全县干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整

风运动。

1953年初，临汝县的第一个农业生产

合作社成立了（在许牛娃互助组基础上，

进行扩大和提高），它标志着临汝县的农

业合作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县

工作进展比较主动、顺利、成绩显著，这与

华章同志的领导，努力工作是有直接关系

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立，是他蹲点

指导的结果。

这一年，国家在边打（抗美援朝）边建

方针指导下，开始执行有史以来大规模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县人民满怀信心地全

力发展生产。但是，天公不作美，4月11日

凌晨全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霜冻，有

567.244亩麦苗遭受霜冻严重的袭击，群众

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县委、县政府立

即成立了生产救援委员会，采取“发动群

众，生产自救”为主，政府协助为辅的方

针，大力开展生产救灾工作，拨出救灾粮

款，帮助群众战胜灾荒；同时向市场投放

大量的粮食，稳住物价（主要是粮价），广

大群众在今昔（旧社会逃荒年，群众要卖

家财、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横死野外等

惨象）对比中，深感“共产党好”。5月，我调

离汝州市，从此与华章同志分别在两个系

统进行不同的工作。

回顾我与华章同志在汝州市相逢、相

处工作近五年，主要从事社会改革和恢复

国民经济工作。当时国家始终处在内外革

命战争环境下，我们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同

敌人战斗，但是，主要精力是用在同地主、

恶霸、土匪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上，是用

在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觉悟

上。华章同志在区委、县委工作，除了上级

和区、县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蹲

点，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与

群众是鱼水关系，生活艰苦朴素，阶级立

场站得稳，执行任务雷厉风行，坚决完成

任务。华章同志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稳妥

的，在县委同志一般人之间，他是团结战

斗的核心，是好的“班长”。他的逝世，是党

失去了一个好党员，我失去一位老战友。

（孙忠恒，男，汉族，生于1918年，山东

省栖霞县长沙乡南留村人。1938年参加革

命工作，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9月至1948年12月，任中共临汝县第二

区委书记。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任中

共临汝县第二分区区委书记。1949年2月

至8月，任中共临汝县第三区委书记。1949

年6月至1953年5月，任临汝县人民政府县

长、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后调任武汉长

江大桥管理处处长，副厅级待遇。2000年

因病去世。该文根据孙忠恒同志1993年2

月27日谈话资料，由李翔宇整理而成。）

近日，在汝州水坑沿街，赵记传统手工

粉皮店的工人们用大土锅烧热水，面水倒在

容器里均匀散开，加热成型。成型的粉皮放

在凉水盆中晶莹剔透，最后将粉皮铺在外面

暴晒，干后即可食用，口味特别劲道。“这是

咱们汝州的传统文化，现在慢慢手工都被机

械代替了，但是手工的味道是机械不能比

的。”干活的老师傅说。 梁杨子 摄

豆腐脑是一道

著名的传统特色小

吃，是利用大豆蛋白

制成的高营养食品。

制作时须先将黄豆

浸泡，待黄豆吸饱水

分后再加以打浆、滤

渣、煮滚，复降温至

90℃。最后放入凝固

剂再静置5~15分钟才能完成。

豆腐脑的做法其实也很讲究。事先用过滤好的豆浆加

入适量的豆浆或卤水后，凝聚入缸，焖数小时，再铲入用芡

粉勾兑好的沸水制作。小贩为顾客盛豆腐脑时，用扁平的勺

子一片片地铲，看着颤颤的、水灵灵的豆腐脑溜到勺子里，

再滑到碗中。

盛入碗中的豆腐脑，中间像小馒头似的突起，摇摇欲

滴。最后开始放调料———嫩嫩的榨菜丁、绿油油的香葱、香

菜等，还有香油、芝麻、炸黄豆，均匀地撒在豆腐脑上面，又

好看又好吃。

老二门街98号牛松根家做的豆腐脑，味美地道，生意红

火。

汝州童谣：

天天起得早，去喝豆腐脑。

喝完上学去，一天精神好。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广育路南行，至老二门街98

号，牛松根豆腐脑门市；2.其他早餐店特别是胡辣汤店大多

有供应。

回忆与霍华章同志在汝州市一起工作的岁月
●孙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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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的油茶工艺很

简单，先把面粉、芝麻、

花生米炒熟，再把水烧

开，然后把炒面粉搅成

浆，下入锅内；等水滚起

来后，把炒芝麻、炒花生

米放进去，加上油，煮一

会儿即可。

没有山珍，没有海

味，可油茶要想做好，讲

究的就是每一种食材的

火候和配比，讲究的就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食用起

来，味道浓郁，营养丰富，健胃提神。真正要做好这些，简单

却相当复杂。

另外，汝州的油茶盛到碗里后，再在汤上撒一些事先炸

好的酥油泡，嚼起来又脆又香，就着油茶汤喝下去，包你回

味无限，通体舒泰。

汝州童谣：

下学小跑回到家，爷爷带我喝油茶。

喝完油茶嘴一抹，写着作业乐开花。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广成路东行，至城垣路右转，

直行至中大街东关桥头，即有多家油茶店面供应。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油 茶

泥 塑

汝州

给我帮助最多的是县委办公

室的张银耀同志。我请他把习近平

这两年的批示、讲话等帮我找来看

看，还有县委书记在正定做过的具

体事情，在哪个乡、哪个企业讲过

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什么地方

有较大的变化，等等，也请他帮我

尽量多地介绍。我下乡村地头采

访，张银耀有时候也陪我去。

习近平刚来正定时任县委副

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叫冯国强，

这位老同志我也拜访了。还有一

位姓宋的老书记、纪检书记张五

普，以及县经委主任、政研室的同

志等，我都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

期间，我还跟习近平一起骑自行

车下乡调研过。

当年，记者的装备相当落后，

我也不习惯使用录音机、照相机

之类的东西。无论采访谁，都是拿

一个本子，用笔速记。在正定县采

访期间，我记了满满两本笔记。可

惜的是，因为我后来工作流动性

大，这两本笔记本都找不到了。

后来的日子，我和习近平断

断续续的访谈交流大多是利用晚

上的时间。一般都在九、十点钟以

后，我到他办公室去找他。他的办

公室面积15平方米左右，四白落

地，陈旧的办公桌椅。办公室里面

还有一个小套间就是他的宿舍，

大约10平方米吧，里面放一张单

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着水

杯、瓷碗、热水瓶等。

看得出来，他个人生活极其

简单，完全没有什么讲究。

采访期间，我短不了离开正定

回石家庄，有时开会，有时编稿，忙

上几天。这期间，习近平到市里来

办事，我还到招待所跟他见上一

面，一起吃个便餐，聊聊天。

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两个多

月。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周期拉这

么长的采访，还真是绝无仅有。

采访组：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您写的那篇报告文学《“而立”之

年》的主要内容吧。

周伟思：这篇文章以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为主要历史背景，用

全方位的视角描述了一位年轻县

委书记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

他成长的心路历程。

文中以我耳闻目睹的真实事

例，介绍了习近平自觉提高前瞻

性战略思维，脚踏实地、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及勇于改革创新的开

拓精神。

写作中，我力图用平行的视

线，再现这位酷爱学习、宽厚包

容、勤于思考、敏于行动的同龄

人，试图能让读者从中得到有益

的借鉴与启发。

《“而立”之年》是这样结尾

的：“是啊，只有当一个人的能力

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

能充分地衡量和评价他。而他，随

时准备接受最大限度的挑战。一

切，刚刚开始。” （未按待续）

手工传统粉皮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皇帝带着随从到一个村庄。皇帝从来

没见过鹅，他看见村里有一群羽毛雪白、肌肉丰满的鹅，走起路

来脚步稳重，仪态端庄，觉得越看越好看。这群白鹅好像懂得皇

帝的心思。于是，皇帝给它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斯文”。

皇帝心想：这群斯文走起路来高贵文雅，人要是那样走路该

多好啊！想到这里，他决定弄两只送回家乡去，一是让家乡的人

也见见斯文，更重要的是让家乡的人学斯文走路的姿势。

于是，他亲自选了两只最漂亮的斯文，装入笼子，要两个随

从半月内把他们送回皇帝的家乡并嘱咐随从向家乡人转告他诏

的令：三个月内必须学会斯文走路的美姿，到时他要亲自回乡去

看。

两名随从遵旨前往，一天，他们走到了皇帝家乡不远的一座

山前停下休息。出于好奇，他们二人也想学学斯文走路，就打开了

笼子。谁知，两只漂亮的斯文一出笼就飞跑了。两名随从吓愣了，

正好看见两个白东西跑了过来，慌乱之中，他们各抓了一个。一

看，抓住的不是斯文，是两只白兔。

怎么办呢？两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相互埋怨。可埋怨又能有啥用？这

儿离皇帝的家乡已经不远，方圆百里不会有斯文的，如再转回去，时间来不

及。再说，这事怎敢让皇上知道呢？二人正在着急，一个随从面露喜色道：

“有了，有了！”另一个随从忙问：“咋？”“我们放跑了两只斯文，抓了两只白

兔，没办法，现在只好把两只白兔装进笼子充当斯文了。”问话随从苦笑着

说：“斯文走路稳重大方，可兔子走路一蹿一蹦，能行吗？”“可事到如今，也

只能这么办啦！”

就这样，两个人把这两只白兔拿到了皇帝的家乡，并把皇帝的命令复

述给那里的人，老百姓接到圣旨，立即行动，学兔子走路，男女老少起早贪

黑，一直练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皇帝果真回到了家乡，让全村人集合起来，他要亲自看看家乡

人走路时的斯文样子。可出乎意料，老百姓们走起路来个个都是又蹿又蹦的。

皇帝发火了，责问家乡人为什么学成了这样。众人为难地说：“您的斯文就是

这样走路的呀！”皇帝命人把笼子搬来，打开一看，是两只蹦蹦跳跳的兔子。皇

帝气极了，大声喊道：“这不是斯文，是假斯文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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