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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上午，

记者采访团一行走进

大峪镇大鸿寨景区内

的汝州市抗日纪念

馆。庄严肃穆的陈列

厅，一件件记录着抗

战烽火岁月的实物、

图片，静静地陈列在

橱柜和墙壁上。面对

一件件陌生而又亲切

的陈列品，记者的耳

畔回响起愈来愈清晰

的金戈铁马、鼓角争

鸣；往昔的一幕一幕，

无数个英烈的身影，

在我的眼前浮现开

来。

为了解放河南苦

难同胞，扩大解放区，

缩小沦陷区，粉碎日

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

阴谋，最后打败日本

侵略者，远在延安的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

高瞻远瞩，及时作出

了“向河南敌后进军，

开辟河南抗日根据

地，控制中原战略要

地”的战略部署。

1944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

向河南发展给北方局

的指示》中，明确要求

从太行、太岳派遣部

队挺进豫西，“逐渐深

入登封、临汝、密县、

禹县、襄城及鲁山及

新安南北山区，开辟

游击战争，创建抗日

根据地。”

1944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向河南进军的部署

命令》，对八路军、新

四军同时进军河南作

了全面部署。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太行军区组成

1700余人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由皮定均任

司令员、徐子荣任政治委员，1944年 9月南渡黄河，

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珍贵的档案资料里，记者找到了一份由司令

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于 1944年 10月 3日联

合发布的《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布告》，布告内

容很简短，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峥嵘岁月。“日寇发

动侵华战争，妄图灭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取得了辉煌战绩，但由

于蒋介石政府推行其错误的措施，造成国土沦陷，

人民惨遭蹂躏。”

“为了收复国土，拯救人民，我们奉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命令，来到豫西，打击日伪开

辟抗日根据地，望各界同胞予以协助。兹公布约法

五章，愿与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一、扫除日伪，收

复国土，解除人民痛苦，建设解放区，奠定反攻基

础。二、取缔一切汉奸特务组织，对反正伪军及改过

自新的特务汉奸，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三、团结一切

抗日友军，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四、彻底

实行民主，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武装抗日之自

由。五、废除一切苛政，救济灾荒，减轻民负，减租减

息，发展生产。”

八路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尊重人

民风俗习惯，保护人民的利益，望全体人民亲密合

作，共负重任，切勿听信谣言。”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是共产党、八路军在豫西地

区建立的第一批 10个县级民主政权之一，也是抗

战时期平顶山地区党领导的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

间最长、党政军机构最全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它不

仅建立有县委、县政府、县独立团，还建立有区委、

区政府、村农会三级政权机构，下辖两个区政府、24

个行政村；并颁布有《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施政纲领》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训令》；前后有两任县委书记、

县长。

抗日县政府成立之初，得到了当地爱国进步人

士于培周夫妇等的大力支持。于培周利用自己当地

知名人士的身份，先后带领抗日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与当地武装展开谈判，争取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

线。同时，抗日县政府发扬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优

良传统，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地运动”，

帮助失地农民赎回被地主强取豪夺的土地，重返家

园，发展生产，支援抗日救亡。

原来，1941年至 1942 年，临汝县先后遭受水

灾、旱灾和蝗灾，庄稼颗粒无收，加上国民党政府横

征暴敛，许多贫苦农民将自己的土地贱卖给地主，

流离失所，有的更是暴尸荒野。为了让广大农民群

众在经济上翻身，在豫西地委的指导下，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成立“倒地”机构———农会，村里成立“倒

地”委员会，颁布《临汝县抗日政府倒地布告》，并派

出得力干部，深入基层，具体指导，由于“倒地”手续

非常简便，就地办公，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当

时许多根据地流行日币，面值非常虚，而“倒地”实

行原价收回的原则，许多贫苦农民说：“卖地时地主

花了两只鸡买走我们的地，今天倒地时我们拿了两

个鸡蛋就赎回了地，这下我们要好好种地，支持共

产党打日本。”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为根据地贫苦农

民倒回土地 3000多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

民的抗日积极性，群众踊跃缴纳军粮，还掀起了参

军热潮，民兵、区干队、县独立团都壮大起来。

当时，临汝县地主武装比较多。临汝县委、临汝

县抗日县政府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

“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致抗日”的方

针，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对进步人士，积极做好

争取工作，亮出抗日旗帜，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对于

有顾虑不愿亮出抗日旗帜的人，就争取他们暗中支

持抗日；对于不与我们为敌，不反对抗日的地方实

力派人物及地方武装，使其保持中立；对于死心塌

地当汉奸、反对共产党、反对抗日的顽固分子，坚决

消灭之。

以大峪店为中心的临汝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

面对日军和汉奸土匪武装的“围剿”和“扫荡”，八路

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与县委、县政府，组织主力部

队、县独立团、区干队、民兵和人民群众相互配合的

强大武装力量，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

争，从 1944年 9 月到 1945 年日军投降，与日伪顽

进行过 30多次战斗，歼灭日、伪军 5000余人。

1944年 12月 23日，土匪武装保安团黄万镒部

向大峪根据地进犯，皮徐支队埋伏在大峪店的西山

上，黄匪人马刚到就遭到支队痛击，黄匪抵挡不住，

落荒而逃。这次战斗使群众相信共产党、八路军能

守住大峪店，稳定了民心。

段子铺是汝州通往登封、郑州的交通咽喉，日

军为了保证汝州至登封、郑州的交通要道安全，在

这里驻扎了一小队日军和 50多个伪军，又抓了 300

多个民工在这里修筑明碉暗堡 60多座。当时，为了

加快据点修筑进度，这些日伪军又向附近的范庄、

袁窑、许窑等村征派 100多人的民工，让他们自带

干粮来修筑据点。面对日军的暴行，皮徐支队首长

决定，主动出击，摧毁日军的据点，解救民工。

1944年 12月，皮徐支队 35团和临汝独立团、

区干队，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在马头山麓打响了

段子铺战役。此次战斗歼灭伪军 60余人，缴获了大

量枪支弹药，摧毁了日军的工事和战略仓库，解放

了 300多名受苦受难的民工。1945年 1月 28日出

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曾报道了这一战

斗。

1945年农历二月二，日本鬼子约千余人，前面

有炮兵开路，后面有骑兵、步兵跟随，从登封县出发

经过大峪店，去山南攻打焦村。当时，因八路军主力

在外线作战，大峪区民兵采取避其主力、出其一翼

的战术，与敌人展开战斗。敌人的大部队过去后，我

军分兵两路追赶，至石界岭北坡上，把正在茶壶盖

山上作警戒的 5个日本鬼子兵包围起来，民兵张全

成十分英勇，攻上茶壶盖山亲手打死 2个日本鬼

子，又和一个鬼子抱在一起，上下翻滚死死不放。正

在这时，其他民兵赶到，结果了这个鬼子的性命。这

次战斗击毙鬼子 3个、活捉 2个。战斗结束后，皮徐

支队和抗日县政府在大峪店召开庆功大会，授予张

全成“战斗英雄”称号，奖给他步枪 1支，还表彰了

这次反扫荡的全体有功人员。

登封县国民党县长杨香亭，投靠日军，积极反

共，1945年初多次向大峪店进犯，妄图摧毁抗日政

权。

当时，大峪店只有主力一个连和县、区地方武

装。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采取“声东击西、曲

折迂回、扬长避短、望空而入”的战术，从棉花窑正

北，向登封方向曲折迂回，直捣杨香亭的老巢大冶

镇，动摇其前沿军心，然后回兵伏击返回的救兵。

杨匪分两路人马向大峪店进犯，西路从白栗坪

出发，经唐家岭向大峪店进发，中途受到区干队阻

击。经过一场战斗，敌人损失惨重，龟缩不前。东路

为杨匪的主力孙长海团，从大鸿寨山向乱石扒、班

庄进攻。民兵用迫击炮向敌人还击，孙长海及其匪

徒误认为遇到八路军主力，退回山上不敢下来。

杨匪的两路匪兵进攻受阻，又得知老巢被捣，

急忙撤兵回大冶，妄图挽回败局。行至瓜庵寨附近，

受到埋伏在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迎头痛击，全

歼其孙长海部 400余人，孙被当场击毙，杨香亭狼

狈逃跑，从此再也不敢进犯大峪抗日根据地。

大峪店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心，先后与日伪顽展

开了袁窑保卫战、上下官寺战斗、严惩叛匪梁小舟、

鏊子坪战斗、送表伏击战等，极大地打击了根据地

周边的日伪顽势力，增强了根据地民众投身抗日救

国的决心和信心，保卫了抗日政权，加速了日本侵

略者的灭亡，为中国抗日战争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如今，这片被英烈鲜血染

红的土地，被猎猎红旗照耀的土地，经过 70多年一

代又一代建设者的辛勤耕耘，已经焕发出蓬勃生

机。英烈若有知，当惊大峪殊。

来自大峪镇政府的数据显示，2020年大峪镇完

成粮食产量 9529吨，农民人均所得达到 8702元，

规上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21.6%，限额以上贸

易业营业额达到 69847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6.3%，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31000 万元，规模以上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20.1%。先后获得省住建厅、省

文化和旅游厅荣誉 2 项，平顶山人民政府荣誉 1

项、汝州市级荣誉 40余项。

抗日纪念馆院内，玉兰花开得正旺，梨花一片

雪白，成群的小蜜蜂忙着花间采蜜，远处的梯田上，

一垄一垄的油菜花给莽莽苍苍的原野装点出迷人

的笑靥。大鸿寨如翠屏横亘，巨木随风起舞，整个山

岗都舞动起来。

这个美好的人间，正焕发出新的重彩。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宋小亚

陈 晶 刚鑫雨 梁杨子 张亚萍

一望无际的麦田南侧，分布着一个东西走向的村落。春天的

村子里，水泥路四通八达，各色果树花儿绽放，村民们在悠闲地唠

嗑。村子的南侧，突兀起一座东西走向的高岗，与北边的房屋形成

二三十米的落差。一座朱红色的三层仿古建筑矗立在高岗之上，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位于杨楼镇小程村和尚庙自然村的豫

陕鄂第五专署暨临汝县民主县政府旧址。

从一个村子里走出来的红色政权，如今正带领全市 120万汝

州人民奋力建设汝瓷历史文化名城、宜居宜业幸福活力之城和豫

西南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汝州。

为了缅怀这段难忘的红色记忆，今年 63岁的小程村村民王

秋太，从 2015年就致力于筹建纪念馆，经过两年的多方筹措和建

设，2017年纪念馆落成并对外开放，他就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先后

接待了 100余个各类参观团体。回忆起这段红色历史，王秋太显

得依然十分激动。

1947年 11月 14日，我人民解放军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六团再

次攻克县城。15日，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汝县人民办

事处（即县政府），任命该团副政委辛国良为县长。当时部队只出

示了一张布告。辛国良随即随军南下，县人民办事处自行撤销。

11月 23日，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在宝丰县大营镇接见原晋冀

鲁豫解放区四专副专员刘梅，传达前委指示，决定成立豫陕鄂解

放区五专署和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任命刘梅为专员，王武烈

为县长。

刘梅认为临汝县杨楼镇的和尚庙村与已经解放的汝阳县接

壤，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势开阔，俯视四野，又距离山区不

远，便于转移和开展群众工作。24日，他和王武烈等 19名工作人

员赶到小程村和尚庙组，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在这里成立豫陕鄂

解放区五专署。

和尚庙村历来重视文化教育，革命积极性高，大力支持刘梅

和王武烈等人的工作，迅速组建起 300多人的工作队，积极开展

各项工作。当时仅小程村就有 30多人参加革命工作，多人在执行

革命任务时壮烈牺牲。小程村为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的成立和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走出了原汝州市市委书记王安等一批党政

干部。

12月初，豫陕鄂解放区五专署和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又迁到

寄料镇的观上村。12月 7日至 12日，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在临汝

县西部解放地区建立三个区公所，一区驻庙下，二区驻和尚庙，三

区驻观上。12月中旬，豫陕鄂解放区五地委派王云清等 20多名干

部到临汝县工作，在寄料镇观上村建立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

（对外称政治部），王云清任书记（对外称政委）。

随后，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和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迁往蟒川镇滕店村。1948

年 1月，豫陕鄂五专署迁至宝丰县城。4月，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和临汝县人民

民主政府又从滕店村迁到县域。

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从和尚庙村起航，建立地、县政权，发展党组织，积极开

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摧毁旧社会、旧政权的革命斗争，直至夺取新政权，开始社

会主义建设。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为汝州乃至豫陕鄂五专署所辖诸县解放以及

党建、政权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秋太告诉记者，当时五专署和民主县政府成立后，斗争形势十分残酷，红色

政权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顽匪的双重压力，为了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开

展，所有党政干部白天在和尚庙村办公，晚上转移到南部山区隐蔽起来。

在王秋太的带领下，记者沿着高岗之上的和尚庙村子追寻红色的印记。这个

弹丸之地的小村子，因地处高岗的战略优势，成为当时红色政权的理想之地。据王

秋太说，当时村里只有数十名村民，村子周围都有寨墙和壕沟，易守难攻。解放后，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原有的寨墙和壕沟逐渐被挖掉，现在的村民早已突

破了寨墙的界限，向南发展成一个大村子。

记者看到，原有的寨墙早已不复存在，被修建成一条环形的水泥路，道路两旁

翠柏青青。一座座新型的民居依着地势错落有致，呈现出乡村特有的立体之美。

记者驱车缓缓驶离村子，回望这片高高的热土，东西走向的高岗仿佛一艘巨大

的航船，那朱红色外观的三层纪念馆，像极了航船上鼓满的风帆，正带领村民向着

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黄耀辉 杨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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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岁火烽解讲恒伟李师老校心中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