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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隆冬的一天，少年出走杳无音
讯的李祖寿突然神秘归来。李祖寿是临汝

县城西关富户李六老的同族子弟，乡邻旧

眷都说他死于兵荒马乱，可是如今又回来

了。回到了家乡的李祖寿不但相貌和口音

发生了变化，而且还成了一个瘸子，走起

路来一瘸一拐的，判若两人，故人多已认

不出他了。

家居县前街的席宝进和李祖寿曾是

初中时的同窗好友，回来后就经常到席宝

进家去。他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对席宝进

说，早年他是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离

开家乡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曾参加过东北

的四平街战役，因为腿部负伤，又回延安

疗伤。这次是从延安回来探亲的。席宝进

问及他的身份、职业及党派时，他总是岔

开话题不肯涉及。

李祖寿归来不久突然又消失了。1946
年秋，他再次悄悄回到家乡，但被国民党

中统特务盯梢上了。李祖寿仍经常到席宝

进家，只要他去家，席宝进就领他上到他

家的土楼上，如果席宝进的弟弟席宝山在

家，席宝进就让小他15岁的弟弟在门外放
哨。李祖寿有时就在席宝进家吃饭，但家

里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一天下午，席宝山放学回家，碰到他

家东院马锷堂太太，她正在大门外抱着哭

闹的小孙子来回踱步哄劝。这时，有五六

个身着便装的人从东边走来。他们问马老

太太：“席宝进住在哪个院呀？”因为马老

太太正在哄孩子，她没有答话，只是挥手

向西指了一下。因为她的西隔壁三处宅院

都是姓席家的，于是这帮人就进到了席宝

山家的东院，而席宝山家住在中院。席宝

山看到这一幕后快步回到家里，把情况告

诉了母亲。母亲正在厨房做饭，忙吩咐他

“快去告诉你哥！”说来也巧，这时，他哥与

李祖寿正从二楼下来，席宝山向他们讲了

实情。二人听后非常紧张，席宝进匆忙地

说：“我们走后你把后门关上，无论谁问，

就说我不在家也不认识李祖寿。”说完就

与李祖寿急忙从后门出走了。

席宝山刚把后门关上，这帮人就从东

院跑到了他家。他们在席宝山家室内外搜

了一遍不见踪影，又返回室内掀起床单往

床下看了又看，又是一无所获。之后，他们

又凶神恶煞地把席宝山母子二人叫去审

问。一个高个儿问：“你是席宝进的什么

人？”

席宝山说：“是弟弟。”

“你是席宝进的母亲吗？”

母亲说：“是。”

他们问明身份后又说：“你们认识一

个瘸腿的青年人李祖寿吗？”

母亲说：“别说认识，连名字也没有听

说过！”

后来，这帮人又把他们母子分开审

问。把席宝山单独叫到家的后院。他们反

复追问他是否见到一个瘸腿的青年人李

祖寿。席宝山说：“我天天上学，家里的事

一点儿不知道。”这个人纠缠很久问不出

什么，便从腰内掏出一把手枪，用枪管捣

着席宝山的额头，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孩

子人小鬼大不老实。如果不说实话，今天

就把你崩了（枪毙）。”当时年幼的席宝山

被吓哭了。就在这时，席宝山的母亲被放

开后来到了后院。她看到儿子在哭，就把

他揽在怀里，对审问的人说：“别吓坏了孩

子，他整天上学，知道个啥呀！”这帮人觉

得审不出什么结果，就悻悻地扬长而去

了。

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席宝进躲

藏在亲戚家里不敢回家，一家人整天提心

吊胆的。
1947年9月，汝州虽然解放，但时局混

乱。这年冬季的一天晚上，李祖寿和另外

几个人又突然来到席宝山家。那时，他们

都身穿灰色中山装制服，头戴八角帽，腰

间还挎着手枪，一副威武的解放军干部形

象。他们是到宝丰县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开

会时，途经家乡特意来看望席母和老同学

的。这时，隐藏在席宝山脑海的谜团才被

破解。北平解放时李祖寿随军又到了北

平。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后，李祖寿就职于国家公安部，后来席宝

山和他再无见面。

1983年3月，席宝山被任命为河南省
人民检察院洛阳分院检察长时，李祖寿已

经离休，住在山西省太原市一个干休所

里。李祖寿怀念家乡，常订《河南日报》，当

他看到1983年2月《河南日报》刊登河南省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六号公告，公布席宝山

任洛阳检察分院检察长的消息后，不能确

认是不是当年掩护他的席宝山，就特意赶

到洛阳查询。一天上午，门岗给席宝山办

公室打来电话，秘书接后转告他说：“门外

一个老人找你，他叫李祖寿。”席宝山立刻

停下手头的工作，赶到大门前。那里坐着

不少上访人员，席宝山已经认不出他来。

后来经门卫指认，席宝山走到了他身边。

可是二人面面相觑，互不敢认。门卫告诉

他：“这就是席检察长！”李祖寿慌忙从一

块石板上站起，向前和他握手。分别近40
年后，两双大手又紧紧握在一起，眼眶都

湿润了。席宝山慌忙搀扶着他回到了家

里。这一年，席宝山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

李祖寿仍像当年那样抚摸着他的头，表现

出无比亲切的爱意。

李祖寿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是司级干

部，但生活简朴。这次见面他仍然穿着一

身五十年代的中山装。临别时他拍着席宝

山的肩膀，回忆当年母子二人掩护他的情

景，最后嘱托说：“经受过苦难的孩子，当

官后要切忌忘本脱离群众。搞政法工作一

定要注意身正，只有身正才能无私，无私

才可以无畏，才会公正，公正才能得到人

民的信任。”他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一个

老革命工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

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彭中彦
供稿：陈凝

1947年农历九月十五的晚上，月亮又
明又亮，而月亮下边有颗星星更是十分耀

眼。大约凌晨三点左右，一声沉闷的爆炸

声突然响起，老百姓都被惊醒了。紧接着

县城南关一带响起了成串的机枪声，席宝

山全家忙向后院跑去，因为后门外的大土

坯坑旁有孔窑洞，一家人便钻进窑洞躲了

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陆续停了下来，

才从窑洞爬出来，看见县城的上空发出了

红色信号弹。天明后才知道，当夜解放军

28团包围了临汝县城，突击队首先用炸药
炸开了西城门，西城守敌大部分已逃跑，

有的当了俘虏。战斗不到2个小时就胜利
结束了，共歼敌800多人，临汝县城第一次
解放了。

天明后，席宝山隔着门缝往外看，街

道两旁的地下睡满了解放军战士，也有在

街上巡逻的哨兵。年幼的席宝山感到奇

怪，这些部队咋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

露宿野外，不惊扰百姓？到早饭后，家家户

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院门，街上开始有了

行人，他看到部队的战士们开始到百姓家

借扫帚打扫街道上的卫生。还有一些战士

在街道上向行人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

政策；还有的是在街道两旁的墙上刷写标

语。老百姓看到这些情景后，觉得这些队

伍和蔼可亲，和国民党十三军大相径庭。

他趁母亲不注意时偷偷溜了出去，看到解

放军在街道两旁支起了行军锅做饭。在仓

巷街口，他还看见有部队战士拿着钢洋买

柴禾。这些情景让市民们思想感触很大，

对解放军不惊扰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公平买卖，深表赞扬。原来国民党宣传

的“八路军是杀人魔王”等谣言，在人民群

众中一扫而净。大部分群众都消除了恐惧

的心理，大胆走上了街头。席宝山心里也

踏实多了，后来又跑到了西城门。此时，他

看见八路军官兵正在修复被炸坏的城门，

清除交通障碍。

席宝山回家后，正好碰上解放军的两

个当官的到他家里和他母亲商量要借用

空着的西厦房暂住。尽管他母亲感觉到八

路军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但心理上的

戒备并没有完全消除，出于无奈就勉强同

意了。于是，八路军的一个班就住进了他

家的西屋。后来，他家前院和东厦房也都

住进了部队。

席家院子里面有一口井，井很深，上

面安着辘辘，部队没有进院前，母亲要每

天拧着小脚去打水。自从解放军来后他母

亲不再用摇辘辘打水了。解放军天天把他

家的水缸挑得满满的，院子里经常被打扫

得干干净净。后院是猪圈，每次吃过饭席

宝山要掂着泔水桶去猪圈喂猪。解放军住

到他家后一个炊事员就把事先准备好的

泔水，也倒进他掂的泔水桶里，有时泔水

多了，解放军战士就替他把泔水掂到猪圈

旁倒进猪槽里。直到这时，席宝山母亲的

心才彻底放下来，她逢人就说：“我活几十

年了，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席宝山的母亲帮战士洗衣裳，战士们

不让，她就给战士们做袜子。席母夜里点

着棉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飞针走线地为

子弟兵赶做了十多双袜子。她满腔热情地

把袜子送给战士们，可战士坚决不收，并

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拿群

众的一针一线。席母流着深情的泪水说：

“孩子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出门在

外，远行千里，一心一意地为了我们，这天

已冷，穿上我做的袜子暖暖脚吧！”

席母恳求再三，这让班长做了难，班

长请示了领导后，才收下了袜子，但给席

母一块银元。席母死活不肯收，战士们非

要给，于是这块银元就被扔过来扔过去。

最后实在拗不过去，席母说一块银元太

多，这袜子根本不值这么大的价，最终她

收下了部队的50文铜钱。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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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面条

面条是一个能温暖人的味蕾与记忆，

安抚焦躁与不安灵魂的治愈系吃食。TVB
剧中经常出现的一句经典台词：“你肚子饿

不饿，我给你煮碗面吃。”不管是情侣还是

家人，似乎总会以“煮个面给你吃”来调节

某种关系或气氛。

其实“煮个面给你吃”的潜台词是我好

关心你。

汝州地处中原河南，盛产小麦。汝州人

最擅长做各类花样面食。其中，属面条最得

大家喜爱。一年365天，汝州人的胃，至少有
300天是被面条养起来的。

汝州人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描

述的河南人，“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

劳动技能来换

取报酬”。汝州

人平凡而又勤

劳，朴实而又坚

毅，他们用自己

的双手为“中国

粮仓”添砖加

瓦。而在汝州当

地，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餐厅楼阁，有一种

面条随处可见、随时可尝，它如同汝州人一

样平淡朴实，然而却滋味悠长、百吃不厌。

浆面条在汝州历史悠久，浆面条的美

好滋味，完全仰赖于浆汁。汝州的浆汁，以

绿豆浆最佳，淡绿色为上乘（家庭最常用的

是面浆，其他有红薯浆等，属时令性）。做浆

过程将磨好的绿豆浆加入发酵物，促进豆

制蛋白分子在一定空间内从有序走向无序

加快微生物运动分解，这时冲入适量的水，

放入少许曲，24~48小时的静待沉淀释放出
浓郁的醇香。一般这时老厨人就知道该出

缸上锅了。

时光沉淀，斗转星移。经过世世代代，

一缸缸风味浆汁在汝州人千万个家庭中发

酵烹饪，最终成就出一碗碗岁月的浓稠，进

入汝州人的胃中直入心头。

过去老汝州水坑沿附近有不少做绿豆

粉皮的人家，做绿豆粉皮用去了绿豆的精

华部分，而其下脚料绿豆浆，则被智慧的汝

州人化腐朽为神奇，用来做浆面条的主料。

汝州人常说：“浆面条熬三遍，就是给

肉也不换。”

浆面条味道平淡、毫不显眼，但却是每

个家庭必吃的一道美食。难得糊涂如浆面

条，经过时间的熬炼，已过滤其当初的万紫

千红，只剩下不温不火的本质，不动声色地

讲述着岁月的故事。

相传浆面条是当年刘秀被王莽追杀，

走投无路、饥寒交迫，见到一个浆坊就进去

想找点吃的，可房里没有人，也没有食物，

只有几把干面条，缸子里还有绿豆磨的浆

水，但是已经放酸了。他也顾不了多少，就

舀了几瓢酸浆，把现有的干面条和菜叶、干

豆统统都放到锅里煮。面条煮熟了，当他打

开锅盖就闻到了泛着淡淡酸气的面条，于

是他就狼吞虎咽地全部吃完了，以至于当

了皇帝还总想着当年的浆面条，所以御宴

中就有了浆面条这道菜，流传至今。

“面条软和和，喝着糊喃喃，喝到肚里

挺舒服的！”汝州浆面条不仅是所有汝州

人的生活记忆，也温暖着每一位来汝的游

客。

悠悠的香，温温的爱，不急不冲，不偏

不倚。

浆面条做法

食材：发酵绿豆浆、面浆、绿豆面条、芝

麻叶、黄豆、胡萝卜丝、葱花、芹菜丁。

做法：做浆面条时，把事先发酵好的绿

豆酸浆倒在锅里煮至80℃的时候，浆水的
表层泛起一层白沫。这时，要用勺子轻轻打

浆，浆沫消失后，浆体就变得细腻光滑，放

入调料。浆水煮沸时，把面条下锅，勾入面

糊，再放入盐、葱、姜、花生、芝麻、黄豆、芹

菜、辣椒等调料，一碗浆面条就完成了。

特点：色彩悦目、消食开胃。

节选自《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传东汉时期，汝州的汝河里出了一个瘟魔，只要它一

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

瘟魔的蹂躏。

汝河南有一个叫恒景的青年，一场瘟疫夺走了父母的生

命，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

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景四处

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东方有一座最

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

途遥远，在仙鹤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

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收留了恒景，并且

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

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

又要出来作恶，你已学成本领，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

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

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

亲们领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

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

汝河，但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

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

来，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剑

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

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重阳节的故事

民间故事

（上接第2840期）

王新友同志说：“县

委里姓习的，没有别人

啊，就是我们县委书记习

近平。”于是，带着这两个

小妮儿去见习书记，他们

又见面了。两个小妮儿一

方面是对习书记表示感

谢，谢谢他在紧要关头帮

助了她们，要把钱还给习

书记；另一方面，这两个

小妮儿也很聪明，她们一

看习书记是县委书记，果

然是个“大乖”，表示愿意

来正定工作，希望习书记

能给安排。

习书记没有要她们还钱，对她们求职的事也好言解释。他

说：“我也是刚来正定，对这里的情况不是特别熟悉。而且，正

定本地还有好多待业青年，你们还是依靠当地政府解决工作

问题吧。”随后将她们安排到县招待所食宿。次日派我送她们

到石家庄坐火车返乡。我带着她们在地摊上吃了馄饨、烧饼，

还给了她们几块零花钱，将她们送上了火车。

习书记1985年到厦门工作，1988年我就到县人大工作了。
习书记给我来了一封信，还提到这两个小妮儿的事情。信上

说：“那个时候，是你经手办的这件事，我还关注着这件事的发

展情况。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你有消息，请回信告诉我一

下。”

我随即翻找笔记本，那上面记着两个小妮儿的地址和姓

名，但因多次搬家，我个人也不经心，笔记本丢失了。我对地址

印象较深，是湖北省黄石市某个村，姓名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我问当时管接待的行政组长王新友同志，他也记不得了。这俩

小妮儿后来也没和我们县里联系。我向湖北省黄石市有关单

位去信，还求助过新闻媒体，但是都没有回音，我猜想，是因为

没有具体姓名，查找难度大的缘故吧。后来，我给习书记回了

一封信，说道：“习书记，我正在想办法打听，待我打听好了再

给你回信。”此后，事情一直没有进展，我也就没能给习书记汇

报这件事情。虽然习书记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但从1988年到现
在，这个事始终让我觉得挺愧疚。是我工作粗心、工作不到位，

习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但我至今仍在努力，不放弃。

习书记于2013年夏来正定，接见了原县级部分老领导及一
起工作过的人员。那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相关新闻，我看了两

遍，心情很激动。之后见到了被接见的原县委办副主任王志敏

同志，我说：“真羡慕你们！”王主任说：“习书记问你来着，说怎

么看不见小贾呢？”我羞愧地说：“习书记那么忙，没有时间也

不可能全见到我们，即使要见我们，我也不敢见他，因为我还

欠他的账。”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3年多时间，对地
方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他离开正定以后，你们还有哪些联

系？

贾俊华：习书记离开正定是1985年6月，他在正定待了3年
多。这3年多，也是我们正定县发展的黄金时期。他是从北京来的
干部，更了解党中央的精神，更了解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

他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到正定，把改革的春风吹到正定，给

正定的老百姓造了福。我很庆幸，曾与习书记一起工作过。

习书记这个人很重感情，他离开正定以后还经常给我们

写信。每逢年节，还经常给我们寄挂历和贺年卡，统一寄给我

们县委办副主任王志敏同志，然后再分别发给我们。

习书记一直对老干部特别好。他主政期间，正定的老干部

工作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先进典型。习书记给老干部解决个人

住房问题，给老干部局配了会议室、活动室，配了专车，还开设

了老干部门诊。更重要的是，习书记与他们情感上有着充分交

流，坚持家访，促膝谈心，他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尊重和关爱，让

这些老干部非常感动。得知习书记要离开正定，有的老干部都

流泪了。他们对习书记感情很深，真是舍不得他走啊。

“习书记在生活上跟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

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

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

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

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

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

要到那儿去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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