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西三十里处有座张寨村，村里有一

位绅士翟五猴，他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是方

圆十庄八村有名的“贤人”，也是一位令官府

头疼的“官司筋”。

这年汝州城里上任一位州官，新州官到

任就嫌州衙又残又破又老旧，看着不顺眼，住

着嫌丢人，便把四乡八堡的泥木两作的能工

巧匠招进州衙，一连修缮两个多月，使州衙焕

然一新。修缮竣工后，州官下请帖把境内的知

名绅士请进衙门，明里是约见缙绅父老，暗地

里炫耀自己到任后的功绩。请帖下到张寨翟

家，翟五猴换上浆洗一新的衣褂，跨上一头黑

骡子要进城，刚出家门不远，就迎面碰上失急

慌忙来寻他

的成天应。

成 天 应

是温泉镇的巧手匠人。他死死拦住翟五猴的

健骡说：“五老，您得帮帮我的忙，家里揭不开

锅了。”“哟嘿！”翟五猴觉得奇怪说：“这方圆

几十里就你木工手艺高，请你打家具的户家

连着趟，你能灭火断顿没啥吃？”成天应哭丧

着脸说：“进城修衙门去了两个月多，前天收

尾去结账，州老爷不给钱不说，反说我在上差

面前抹了他的面子，打了我十大板。”他难心

地撩起衣裳指指被打的地方说：“五老，您得

想法要回俺的工钱，要不，俺一家老少五口

人，不饿死也得上吊。”翟五猴听完成天应的

述说皱皱眉，又仔细地问问事情过程，一勒骡

子头返回家，拉过笔墨纸砚，龙飞凤舞地写了

一张纸揣给成天应，说：“你今日也凑凑热闹

去衙门，敲响堂鼓。把这张纸递给州官，他不

言声就给你工钱。”成天应不相信地眨眨眼

说：“五老，这行吗？你可别捣我呀，您孙子在

家饿得哇哇哭哩。”翟五猴拍拍他肩说：“这孩

子，老叔会诓你，走吧，走吧。”成天应跟在骡

子屁股后头进了城。

州官邀齐乡绅，领着巡看修缮后的州衙，

摇头晃脑地介绍计划，筹款，施工，直至竣工，

正说得两嘴角冒沫，翟五猴打断道：“老爷，不

知这精雕细刻之工出于何人之手？”州官说：

“温泉成天应呗！除了他，咱州境内还有何人

能拿出这手绝活？”翟五猴装出恍然大悟的样

子说：“这么说老爷是重金礼聘了？”州官道：

“当然啦，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嘛！”话音刚落，

就听外面的堂鼓“咚咚”乱响。一个衙役慌慌

张张跑进来。州官皱眉道：“扫兴，告状也不挑

选日子。”命令衙役道：“去去去，就说今日老

爷不坐堂，有状去临汝县衙告。”衙役嗫嚅道：

“老爷，告状人说县衙不敢受理，被告权大势

大……”他附向州官耳边轻声道：“他告你

呀！”州官诧异问：“状告何事？”衙役捧上一份

状纸说：“老爷一看便知。”

州官展开状纸，只见上面写道：“老爷要

修官衙，传唤小民进城，成天硬（应）带着家

伙，日进官宅，老爷叫弄前头，太太叫弄后头，

日进去算一工，日不进去不记工，一直弄了两

个月多，工钱分文没有。成天硬（应）有毯

（求），请大老爷坐住（主）。快些发回工钱，聊

补草民全家无米之炊。翟五猴代笔。”

州官看完，气急败坏地向衙役说：“去去

去，快领他到账房结账去。”恶狠狠瞪翟五猴

一眼，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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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猪下水，是汝州家庭常见菜品，制作简

单，辛辣爽口，可谓是大众化的下酒、下饭菜。有

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生煮。取猪下水洗净，下

锅煮熟，捞出晾凉后，切片备用。最直接的是熟

拌。从街上卤肉摊儿上买猪下水若干，再入锅稍

煮，晾凉后切片备用。

碗中放入姜蒜葱、小米椒、生抽、盐和花椒

油，加入猪下水、香菜和香葱叶，拌均匀即可装

盘食用。

民间有趣对联，上联：八戒洗澡，猪下水；下

联：如来翻山，佛跳墙。

汝州有民谣：
年下①去找俺大舅，大舅引我去割肉。

大肉羊肉都老贵，就买一副猪下水。

拿到家里洗干净，熬菜凉拌都能用。

搁搁兑兑②能过年，大舅来了把酒敬。

注：①汝州方言，指春节。
②谐音，汝州方言，指凑凑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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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发现煤山遗址的
●周建业

黄

黄菜，又名酸菜，是汝州普通家庭常备菜品，

也是最接地气、最具有亲和力的“老百姓菜”。有多

种吃法，可单独爆炒成菜，亦可与其他荤菜搭配或

做汤。酸辣开胃，风味浓郁，色泽金黄。

腌制黄菜的原料非常普遍，主要是芥菜缨

子、萝卜缨子、白菜帮子等，尤以芥菜缨子做得最

好吃，也最受人喜爱。做法非常简单。菜洗净、切

碎，在开水锅里略煮，连菜带汤舀入装浆水的器

皿，或直接将菜置于缸、盆之中用开水烫，若有现

成浆水少量加入做母子（引子），浆水便酸得快；

若无，搅些面汤倒入亦可，然后加盖捂严，过一半

天，菜叶发黄，汤汁变酸，便可食用。

汝州民谣：

大冬天，没啥吃，抓把黄菜当就吃①。

勤俭节约过日子，来年娶个花媳妇。

注：①谐音，汝州方言，指下饭时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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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人的劝说，黄金亭召开了家庭

会，他眼里饱含热泪，甚至声音都有些颤

抖地说：“孩子们，尽管咱们现在都过上了

幸福生活，可老家的乡亲们还都挣扎在贫

困线上，黄洼是穷，但那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是我们的根呀。你爷爷为了改变黄洼

的贫穷面貌，拼搏了一生，老人家走的时

候还郑重交代我们，你们不要仅仅为自己

的小日子、小家庭着想，还要早日让咱黄

洼也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每当想起这

些，我就心里难受。我是一个老兵，又是一

个老党员，现在退休了，我可以自由选择

自己的时间和安排了，我要去实现你爷爷

没有完成的梦想和愿望！我不忍心看着老

家的乡亲们就这样一直穷下去！”

这次家庭会，成了誓师会，动员会。全

家人统一了思想，都支持他舍小家为大

家，去完成一个老党员老军魂的心愿，退

休不退志回去为家乡作贡献。

黄金亭回家任职的当天晚上，就住在

两间借用的民房里。那时的黄洼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三无村”，无班子、无办公场地、

无办公经费，老黄初来乍到，吃住都是个

问题，但他没有气馁，自己带上锅碗瓢盆

就在那借住的民房里开始了支部书记的

生涯。

农村的夜是清净的，空气里弥漫着庄

稼的香味，黄金亭没有睡意，他索性一个

人跑到村外的田间地头，望着熟悉的田野

陷入了沉思。万事开头难，村里没有班子，

他是光杆司令一个，要想做好工作，必须

先吃透情况，建立班子，和部队的连队一

样，用党建引领工作，要充分发挥支部和

党员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有了思路，就有了行动方向。第二天，

他早早起了床，深入村里的一些老党员和

老村干家了解情况，征求意见。70多岁的老

党员黄新现，改革开放初期曾干过村支部

副书记和村经联社主任，他语重心长地告

诉黄金亭，黄洼村这么多年了之所以发展

缓慢，是因为人们的思想陈旧，意识落后，

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先进的管理。也许老党

员的话一语中的，让黄金亭豁然开朗。是

啊，他回到村里看到的是老百姓在家聊天，

打麻将，瞎喷，没有人去议论怎样学习外地

经验，怎样学习技术劳动致富，好像大家都

习以为常满足于过这样的穷日子。

要想改变面貌，首先要改变思想，第

一步要先从这里入手。经过部分调研和多

方征求意见，他兴奋地找到镇党委主要领

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镇党委十

分支持他的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按照组

织程序，迅速组建了村支部和村委班子。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

员，党员看干部。”“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

带。”黄金亭深深懂得这一点，有了班子就

要带好班子，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中，老黄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打铁先要自

身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刚

开始，一些党员和老百姓不理解也难接受

他，认为他是退休了没事干回来刷存在感

的，说不定一遇到啥困难，就会“卷铺盖走

人”，他会受这“洋罪”？

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他把自己的

老婆也从山西动员回了黄洼，给他洗衣

做饭，陪着他一起干。当时老婆回来时，

儿媳妇正怀孕需要婆婆的照顾，可儿媳

妇理解公公，坚决支持婆婆回老家干事

创业，一直到现在黄金亭还觉着有点对

不起儿媳妇。除此之外，黄金亭还在全体

党员和群众代表大会上发出诺言，他这

次回来就不走了，一定要带领大家改变

黄洼的穷困面貌，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坚

定不移，并让大家监督他的言行。新成立

的村委班子看新书记决心很大，也都和

他摽紧膀子，按照各自分工，紧锣密鼓地

开始了工作。

首先是“村室建设”。黄洼村原来缺少

办公场地，只有四间破旧的房子还跑风漏

气，上级来人检查工作，连个汇报下脚的

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党员活动室、办公室、

会议室了，有时开个支部会也是在他借住

的民房里开的，村室建设迫在眉睫。为了

搞好村室建设，更加有力地促进党建工

作，黄金亭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到全国

文明村———汝州市纸坊镇中山寨村考察、

学习。通过调查、学习得知，市里有专项资

金正在帮助贫困行政村加强村室建设。得

知这一消息后，黄金亭迅速找到镇党委和

组织部寻求支持，很快争取到了乡里的10

万元和市委组织部20万元的资金支持。有

了资金，村两委两层的活动阵地马上建起

来了。一下子有了14间房子300多平方米

的办公活动场地。黄洼村共有3个自然村，

5个村民组240户1030人，全村有3628亩耕

地，23名党员。黄金亭接任书记后，就不停

地在调查着，思考着，谋划着，当干部就要

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谋利益。

这23名党员是村里的骨干，要把他们的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把正能量通过支部一班

人传达给全体党员，再通过全体党员影响

到全体村民。村党支部建立了民主生活会

制度和“三会一课”制度，支部规定，每月

的23日为党员教育课，每次党课日，要求

每个党员都不能无故缺席，黄金亭都亲自

给大家上党课，他要求大家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给党

支部和党员提出了“五个好”的创建标准，

即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

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为了

给党员们带好头，谋划好黄洼村的发展，

黄金亭还多次到优秀支部示范村濮阳县

西辛庄村考察、学习。他把西辛庄村党支

部书记李连成写在村广场大石头上的一

句话“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当作座右铭，

常和大家共勉，他还充分利用新建的村室

办起了党员和党务工作公示栏，及时把党

员的学习情况和支部工作情况向全体村

民公开，同时还建立了村务公示栏、村财

务公示栏，通过各种公示，让村民对村两

委会的各项工作一目了然。这一系列的措

施让村里的一切事情都公开、公平、公正。

老百姓的气顺了，村民的心亮了。全村上

下树立了正气，形成了合力，一切工作都

顺利地开展起来。黄洼的村民们从黄金亭

这位“老军魂”的骨子里，耳闻目睹了军人

的刚毅和果敢，看到了今后发展的光明和

希望。整个黄洼村动起来了，全村干群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未完待续）

“军魂”铸就故乡情（二）
●戴占柱

曾任考古所河南二队队长赵芝荃给周

建业出具的证明

一、煤山遗址简介

煤山遗址坐落在汝州市西北隅，东临洗

耳河，西跨西环路，北临广成路，南至富民二

街，南北长约226米，东西宽约238米，总面积

63308平方米，距今4600年左右，遗址高于周

边地面约4米。现已辟为煤山公园，成为广大

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二、煤山遗址发现的过程

我的父亲周斌（原名周永礼）是黄埔七

分校（校址在西安王曲）16期学员，毕业后分

配到山西中条山战区，中条山战役跟随卫立

煌将军浴血奋战，痛击日寇，立过战功，险些

丧命。中条山沦陷后转到邮电部门工作，常

年订有美术、考古类等杂志。故我从小受到

熏陶，深深地热爱着祖国的文化文物。由于

父亲是国民党员，长期被疑为军统特务，严

加审查，但终无实据，于1958年反右开始后

扣上“右派”分子帽子，送煤矿劳改。我们全

家因此而受株连，遭到歧视，遣返回原临汝

县西关农村成为农民。父亲于1960年摘帽，

恢复工作，1961年下放回家，1978年改正，

1979年彻底平反。我1965年高中毕业，在那

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摘帽“右派”的子弟自

然名落孙山。由于现煤山公园原属我生产队

土地，土质疏松，打井时经常塌方。所以下井

这极危险的苦活自然就落在我这个“右派”

子弟身上。一次打井时，偶然挖出鹿角、贝

壳、石斧、海螺等，我都小心带回家，保存起

来。又有一次，我挖出一只船桨，但十分遗憾

的是当即被人砸碎。老人们常说：打开龙门

口，旱干汝阳江。还说这里取名寐山，其意义

就是船只休息的码头。我初步断定，这里一

定是古文化遗址。1969年冬焦枝铁路开工，

密县大卫营民工在现遗址西挖土垫火车站

站台，大量文物出土，有些人将文物拿回家，

有的则将文物当场砸碎，没有民主和法治，

破四旧即砸文物。当时毛主席提出“焦枝铁

路速度要加快”“修不好焦枝铁路我就睡不

好觉”。而当时驻临汝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

是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少将，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当时我如给县革命委员会和

张树芝汇报肯定会以“破坏焦枝铁路”“反对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立即逮

捕、批斗、坐牢，甚至杀头。更重要的是无法

阻止对遗址的破坏。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立

即给郭沫若先生写信汇报，这不仅是因为他

是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最最关键的是他和毛泽东私

交极好，信发给他安全。信发出后，我心里忐

忑不安，是福是祸可真是难以预料！又是七

八个不眠之夜。不料，郭老接信后立即批复

考古所夏鼐所长，夏所长立即派当时考古所

河南二队队长赵芝荃老师暂停下二里头的

发掘（那时他正在偃师翟镇二里头村发掘），

同郑光、张国柱一行六人来到临汝，以原气

象站为工作驻地，及时阻止了密县民工在遗

址附近取土，有效地保护了遗址。赵芝荃老

师来后，亲自到我家代表郭老、夏所长表示

感谢。我将珍藏的石斧、石凿、石刀、骨针、玉

戈、铜箭头、大口尊、陶甑、高颈罐等300余件

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中科院考古所河南二

队。当时考古所没有开收据，也没有奖状之

类的精神奖励，更没有物质奖励。

发掘遗址需要20多名民工，我给赵队

长提出参加发掘。赵队长表示同意，但生

产队、大队主要领导拒不同意。因为在那

极“左”思潮的年代，用人政策是“宁要社

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这个

黄埔的后代，摘帽“右派”的儿子被视为资

本主义的苗，不能利用。后来大队叫杨小

栓参加遗址的发掘，经过长期培养杨小栓

从一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最后担任汝州

市文化局文物办主任。

1977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恢复了停止12

年的高考制度，我是1965届高中毕业，必须

有重大发现才能报名。我立即给考古所写信

要求出具证明，但考古所迟迟不予回信。直

到1978年1月4日才回信，但仍不予证明，我

又失去了一次高考的机会。1989年10月，我

到东北沈阳出差，回来路过北京，专程赴赵

芝荃家讲出具证明一事，赵才答应，遂于

1989年11月1日出具了证明。

三、煤山的命名是错误的

煤山正确的命名应为“寐山”（音mei，睡

觉休息的意思）。因为当时我没有参加遗址

的发掘，更没有话语权，后又与赵芝荃失去

联系，也不知后来是谁提出“煤山”这个名

称。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错误的命名。

汝州市素有“三山不见”的传说：即红

山、棋盘山、寐山。老人们常说，过去这里是

一片汪洋，人们白天划船出去捕鱼，晚上择

高而居，在此睡觉，船只以此为码头休息。我

所挖出的船桨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后来大禹

治水，“打开龙门口，旱干汝阳江”，从此，水

退地出，人们移居各处。站北街居民在盖房

挖地基时，也不时挖出海螺等海生动物遗

骸，也证明汝州史前确是一片汪洋。

2016年8月27日，大河报刊登《这场洪水

是不是大禹治水的那场洪水？》2017年5月13

日，大河报又后续刊登《那场史前大洪水是

否存在？》，对史前洪水展开讨论。大河报还

曾报道：汝阳县陶营乡牛头山为当时大禹治

水的指挥部。综上所述，史前大洪水是可信

的，所以此遗址的正确命名应该为寐山。官

方说因遗址内土黑如煤，故为煤山。显然是

不科学的。愿各级领导从事实出发，还一个

科学正确名称寐山。

四、煤山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煤山遗址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3日，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建业，男，1944年10月生，汉族，无党派

人士，中学化学教师，2004年从汝州一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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