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年孟冬，万杰兄驻蟒川镇蟒窝扶贫，邀汝

州作协文友采风。遂七八文友，协以观之。感昔传林

林，更有偏隅，今已天壤。诞哉，慨而记之。

呜呼，吾华夏之渊薮者，莫不以口口而传也，煌

煌宇内，皆以天祉而降哉。由是，则宇宙混沌若蛋黄

之覆，有盘古振臂一破，终力竭，乃以作山川溪流既

草木芳华。继而，有娲皇者，念世间寂寥，遂抟土以

造人，始有饮食之男女也哉。羲皇画八卦，测天佑

众。神农尝百草，燧人钻木取火，轩辕躬南北而协和

万邦。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

于虞舜，禅让礼制。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

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赎刑。禹作九鼎而有九州，砺胫毛灭而治水，惟心

系苍生矣。嗟，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考，黎民念

先考之德，遂传为神者，亦不足奇也。

既承之，尤沧海之一粟。昔有巨蟒者，因得高人点化，遂列仙

班，骄而生恣，假蜘蛛、骆驼、龟、牛之佐，狼以狈，泯旧命，吞噬路

人，残害万姓，若寇贼奸宄，至惊扰天威，弥勒佛祖，降蟒窝以训兹

仙精。禅语既出，有雨花纷纷也，醍醐灌顶，仙精点化而成山石，聚

风水以庇先民也。始有蟒窝姗姗存焉。

然天道轮回，下不可测也。斯，虽山清水秀，亦惟果腹也哉。万

姓出作落息，日复既月，月复既祈，祈复既甲，甲复既纪，尤不可作

威作福哉。

守宝地而不可富贵者，定非南蛮子之僭，即其有所为，亦非主

导也。其不闻易云：元亨利贞，惟大道是从。辟明而御事庶士贤忠，

则天下定，定而富足焉，古已有之，今犹不虚欤。

前十有数哉，有蟒窝壮男者，难捱面黄土而背皇天之瘠，则结

伴南行以谋生，既获贝日丰，则辟旧舍以图新，携妻子而离井，鲜归

省者；或结庐于市井，而不复归焉；有聪学者，则孜孜以求，至金榜

题名，高栖于府城，惟留乡愁于耳畔哉。惟余鳏寡孤独残者，字不识

斗，手无缚鸡，耳目闭塞，终日勉强，不知域外之铿锵。

易云，否极泰来，今不谬也。泱泱中华，复兴之势，虽万师亦不

可当兮。至革继而开愈，国力日强焉，遂诞倡共富之初心哉。曰若攻

坚战者有三，其一为脱贫者也，五年脱贫而摘帽，其命煌煌以荣。

遂万千之精干，跋山涉水，走村入户，访贫问苦，定宏图，培产业，

改旧貌，造民福。昔静谧之蟒窝，日益波澜，终至沸腾。

寒暑易五，今至观之。六改一增，老屋焕彩，不亦美哉；寒门子

弟，迁入新居，不亦乐乎；鳏寡孤独，三金屡馈，不亦盛乎；牛羊猪

禽，满栏满圈，哼哞咩嘤，不亦谐哉；光伏发电，若龙盘亘，不亦壮

乎；通衢大道，蜿蜒山间，若云若练，不亦妙哉。思其与驻村之殚精

竭虑，无不关焉。

既攀凤凰台，望山菊明艳，麦禾青青，杨柳云雾，窥见凤凰翩

翩，凰先凤趋，足足即即，天上人间，不可细辨也；既临蜘蛛山，更觉

翠柏青葱，流水传音，黄草逐流，鱼虾潜游，妙不可言哉；既援群山，

阁老尚自流连，附于皂树，枝桠刺穹，皂角击玉，虽千睛而不可名其

茂也；既立巅峰，寒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

烂，若出其里，美不胜收哉。

由是余有叹焉，斯蟒窝，上有绝佳之传神，更有山水之美缀，农

人居于山坳，则依山结庐，繁星点点，藏风聚水，农耕文明，遗留有

序，今为珍宝；梯田辟于山腰，则星罗棋布，层峦叠嶂，果蔬甘醇，原

汁原味，官宦墨客，寤寐思服。乡村振兴，既已猷，必诞善也。

由易之大有、同人之冀，至子曰天下大同，前仆后继，渊薮流

波，致有今日之共富以追梦。民生福祉，惟朝野之的，莫不屏哉。

故明日之蟒窝，必大兴也。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顾之，座中歌

咏谁最多，汝州虢郭也。遂离座而起矣，嗟，煌煌乎，吾辈期来日，再

观于凤凰台，亦万慨而广歌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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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庙镇，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汝州市

东部，五岳之一嵩山余脉的玉皇山下。米

庙镇原名尚庄乡，民国时叫正义乡，境内

现存有仰韶文化遗址、汉代承休故城遗

址，以及两城一寨遗存等，文化底蕴深厚。

米庙镇历史悠久，周为王畿之地，秦

属三川郡，西汉为周承休国国都，东汉为

嘉美治所，隋置汝州，唐、宋、元、明、清均

为汝州直隶州，1912年属临汝县，1988年
撤县建市，属汝州市，今被誉为全国武术

之乡、河南省民间艺术之乡。

米庙镇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历史，

北部的八个行政村是皮定均、徐子荣领导

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

的十几个行政村全部是根据地抗日游击

区，全镇建有民兵组织和人民政权、临汝

抗日县政府县长党锋曾长期在于窑村居

住。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米庙

镇人民在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下，同

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武装

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境内曾发生过枣树

庙战斗、黄涧河伏击战、黄庄反扫荡战斗

和张鲁庄二十七烈士殉难战斗，以及尚庄

民兵转战五百里，成功护送盟军美国飞行

员等重大事件。涌现出汝州市唯一一个女

烈士马英和民兵烈士尚山、尚兴、魏大山、

宋古堆、宋连须，以及二十位八路军烈士

的悲壮事迹。

米庙镇治所地在米庙村，米庙村因村

中古刹“米庙”而得名。米庙，古时称祖师

庙、祖神庙等，当地俗称“米爷庙”，位置在

米庙村南北大街中段，有东、中、西三处院

落。据庙内碑碣记载：该庙始建于明朝。清

初，有米姓人家自陕西洪洞县迁居于此，

开始重建家园。把祖师庙改名为“米家

庙”，别称“米爷庙”，村便以姓和庙为名，

简称米庙村，并延续至今。

大清咸丰、同治年间，捻军横行豫西

地区，所到之处，攻城掠寨，危害一方。据

《汝州市志》记载，捻军在汝州的活动始于

咸丰七年（1857年），前后共在汝州活动达
十年之久，期间即有张洛行、张宗禹等外

来捻军流动骚扰，又有如陈发贵、张第三、

王四老虎、李中显、李汰春、肖况、石洪保、

李瞻等地方捻军作乱，祸害一方。

据传：大约于大清同治二年，米庙村

为御乱军危害乡民，玉皇山下的长马、安

庄、米庙、李湾、李庄、水磨口和牛家湾等

村的民众，以米庙为中心开始筑寨，共同

防御匪患。但最终因各村居住分散、民众

人数较少（解放前米庙才只有几十口人

家），筑寨力量不足，建建停停，停停建建，

虽历时数年，一直到民国初期米庙寨周围

土夯寨墙才初见雏形，寨门修建更无顾

及，最终成了半拉子工程。到1958年，村民
嫌夯土寨墙碍事遂将其扒毁，上世纪八十

年代后彻底夷为平地。

据了解，米庙村从解放前的几十口人

家，今天已发展到300余口，其最大特点是
构成复杂，姓氏较多，主要姓氏有杨、安、

魏、李、周、张、王、屈、罗、鲁、高、郎等姓。

以前米庙院落规模较大，每月有六次集

（市），每年还有固定的大庙会，自然而然

周边十里八里村庄，还有更远处的商贩来

此做买卖，包括杨姓在内的十余个姓氏。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姓氏的人，挣了不

少银两后，在庙周围盖点小房子，一边做

个小生意一边给大户人家种地，久而久之

便以此为家并繁衍生息。后来，到此定居

的人也越聚越多，人口也不断增加，于是

便形成了如今这样一座以庙院为核心的

较大村落。

来源：“汝州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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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庙的历史及传说
●刘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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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耳河夜市位于汝州市沿

河西路，共设置夜市摊点40个，由
市城市管理局统一协调、管理，统

一经营时间，统一餐车及标识，统

一使用清洁能源并安装使用油烟

净化设施，统一垃圾收集容器并

配备防蝇防鼠设施，统一地面铺

设，统一经营餐桌及餐具（消毒餐

具或环保餐具），统一摆放文明就

餐提示牌，统一遮阳雨棚及照明

用具，统一工作着装（戴工作帽），

统一亮证亮照经营，是汝州市打

造的标准化夜市摊点。洗耳河夜

市不仅有汝州本地的卤肉、小菜等特色美

食，更有杂粮煎饼果子、脱皮炸鸡、新奥尔

良烧烤、东莞米粉、生煎包、麻辣烫、冒菜等

外来新鲜美味。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风穴路北行，

至朝阳路左转，过洗耳河桥右转，具体位置

在朝阳路与向阳路之间的洗耳河西岸。

锦绣路夜市位于

锦绣路与广成路交叉

口，主要有：卤肉酱肉、

馄饨、米线、酸辣粉、热

干面、鸡蛋灌饼、烙馍卷

菜、麻辣烫夹馍、肉夹

馍、里脊肉饼、手抓饼、

酱香饼、烤面筋、灌肠、

瘦肉丸子、浆面条、稀

饭、烙馍、炒凉粉、炒面、

香辣鸭脖、麻辣烫、铁板

鱿鱼等特色小吃。

寻味线路：从市标
出发，沿广成路西行，至

锦绣路右转直行即到。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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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绣 路 夜 市

城垣北路夜市位于城垣路和

朝阳路交叉口，主要特色小吃有：炒

饼线、炒拉条、炒河粉、炒凉粉、鸡汤

米线、黑米粥、绿豆汤、红薯汤、酱肉

卤肉、灌肠、小菜、麻辣烫、肉夹馍、

肯德基、酥炸鸡、杂粮煎饼等。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广成

路东行，至城垣路左转，直行即到。

城
垣
北
路
夜
市

民间故事

猴儿屁股为啥没毛发红
● 讲述者：李 荣 整理者：刘选民

老早那时候，山里还没碾，弄个大石块，上头凿个坑，取名儿叫

碓臼儿。拿个长条儿圆头儿石头，把谷子倒到碓臼儿里，使长条儿

石头往里捣。

一个小村儿就一个大碓臼儿，天不明人们就去排队占碓臼儿。

有一夜，约莫三更后，有个闺女叫“咚咚”的捣碓声给惊醒了，赶紧

穿上衣裳，端着谷子去挨号儿。

天黑，闺女看不清捣碓的是谁，就问：“谁呀？起得恁早！”那捣碓的

不吭气儿，蹿起来弯腰背上闺女就跑。

天明了，闺女哭笑不得，谁知是个老猴把她背到了大山里。老猴比

手画脚，一群小猴儿“吱哇”乱叫，看它们喜欢那样子，像是老猴要叫自

己嫁给它哩！

闺女看看猴儿们的脸儿，心里想出了鲜点儿。她对猴儿们说：“看

恁这眼红成啥，都是害眼害的啦！等我给恁的眼摆治好，就像我这眼恁

明，那时候儿，再办喜事儿吧！”猴儿们美了，围着她又蹦又跳。

闺女弄好多树胶，熬得又稠又粘，挨个儿给大猴小猴点眼，说：“都

闭上眼，到朝阳坡儿那边去晒去吧！”

大小猴儿都去晒眼，闺女拣块大石板，把柴禾塞到下头烧起来。石

板快烧红，闺女才住了火。

猴儿们的眼一晒干，叫胶给粘住了，谁也睁不开，急得“噢噢”乱

叫。闺女说：“别慌，我把恁抱到石板上坐一会儿就好了！”

闺女把猴儿们挨个儿放到石板上，说：“坐好！”猴儿屁股叫热

石板一烙，“哧啦”冒股烟儿，个个屁股

上的毛尾儿都给烙掉了。据说，打那儿

往后，猴儿屁股都光光的，鲜红，也不

长毛尾儿了。

·连载·

（上接第2736期）

石文生：经过近平同志的关怀
指导和编写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

力，1985年2月15日，写出《正定古
今》初稿，全稿约45万字，写了满满
3000页稿纸，找人用“四通”打字机

打印出样本，报近平同志审阅。他提

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既有原则性意

见，又有十分具体的意见，并明确提

出，《正定古今》是一本综合性的书，

要向各方面人士反复征求意见，特

别要征求贾大山同志意见，同时还

要力所能及补充一些照片资料，使

这本书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可读性。

《正定古今》出版时，按出版社要求

要有主编、副主编、编委。我们建议

由近平同志当主编。他说：“那样不

太合适，主编就是主要负责编写的

同志，其他参与编写的同志都很辛

苦，要写篇后记进行说明，我写篇序

还是可以的。”

近平同志为《正定古今》写的序

影响很大。序的开篇写道：“正定是我

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我爱自己的故

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这段

话，是近平同志的真实感受和肺腑之

言。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

话他在正定工作时曾多次说过，但

写在书稿中，落实在文字上，是在这

篇序中首次出现。近平同志在正定

工作生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与
正定人民朝夕相处，为经济发展和

人民幸福呕心沥血，他用心血和汗

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出了一部青

春无悔的感人诗篇。实践证明，他爱

自己的第二故乡，爱这里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知之

深，爱之切，一直延续到现在。

离开正定后，他的心还和正定

干部群众紧紧连在一起。不管是在

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浙江、上

海、北京，近平同志不忘正定的建设

与发展，不忘正定人民的幸福与安

康，曾先后6次“回故乡探亲”。
《正定古今》序共1500多字，篇

幅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洋溢着近

平同志对正定的深厚感情。他在序

中对这本书予以肯定，“这是在新形

势下用新的体例写成的一本新书

……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系统介

绍本县情况的书”。他概括了正定源

远流长的历史、瑰玮灿烂的文化古

迹和风格独特的名胜古刹，高度赞

扬正定出生的三国名将赵子龙等英

雄豪杰和文学大家，回忆了自强不

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

的名人义士和气壮山河的革命斗

争，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正定人民取得的丰硕成果，最后

写了自己的感慨：“回忆往事，热血

沸腾；展望未来，豪情满怀。正定人

民具有刚强智慧的素质，勤劳朴实

的传统，更有不甘现状，勇于开拓、

发奋图强的雄心。”他从自己渊博的

历史知识中总结，“正定，有一个值

得自豪的历史”。他从一个政治家的

高度呼唤！“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

烂的未来！”

采访组：朱老，王老，你们好！请
你们讲一讲最初是如何与习近平同

志认识的。

朱博华：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工

作的时候，我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

主任，分管文字工作。我们是因为工

作关系认识的。

王志敏：近平同志来的时候，我
还没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后来近平

同志把我点将调过去的。我之前是县

政协的资料员，因为写了一篇《杨谦

与太平菜籽店》的文章，引起近平同

志注意。之后就决定把我调到县委办

公室。我是1983年冬过去的，在朱主
任手下工作。到县委办公室后，做文

字工作，就和近平同志互相认识了。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正
定，是农业大县，也是穷县。当时，习

近平同志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

作岗位来到正定，你们怎样看待他

的这个选择？

朱博华：1982年3月，近平同志
离开军办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担

任县委副书记。这次下来，是他主动

要求到基层工作的，这是他人生轨

迹的重要转折点。当年他29岁。
报效国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近平同志选择了下基层。在他的理

解里，机关是上层，离群众远了些，

离鲜活的社会生活远了些。基层，才

离群众最近，才最接地气，才最能感

受社会的脉搏，才最能认知社会。

下基层选择正定，这是组织的

安排，但对于他和正定来说，都是一

种机缘。正定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

贫穷，有点像那个时代中国的影子。

正是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选择，让

正定成为近平同志作为领导干部起

步的第一步阶梯，正定也因之成为

他至今牵挂的一块热土。

在正定3年多时间，让他完成了
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基层的转变，也完

成了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的擢升。

三十而立于年，三载而立于事。这期

间，他和正定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

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创了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在百里之

域、一县之治的这块热土上，留下了

他呕心沥血、求索实践的历史足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