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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德是1948年7月从山东老解放区
抽调到临汝开辟新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到

了临汝县后，杨树德担任一区庇东乡指导

员。当时庇东乡的乡政府驻在河坡村。

杨树德到任后，带领庇东乡政府的干

部积极开展反匪反霸、成立乡农会，农村

革命政权逐步巩固，贫苦农民翻身解放，

扬眉吐气，相反，地方上的土匪、恶霸则闻

风丧胆，对杨树德等革命干部恨之入骨。

1949年初春，正当反匪反霸斗争节节
胜利，全国解放战场捷报频传之际，不甘

失败的土匪恶霸，地主老财等反动势力，

暗中造谣生事，伺机反扑。他们在暗中传

谣说，“共产党站不住脚啦，各地都反了，

谁要参加农会，将来谁家的孩子就会被送

到长江边，填到长江里。凡是外地来的干

部，都要被杀光杀净”等等。由于新政权刚

刚成立，群众对革命必胜，国民党必败的

政局还认识不清，怕变天，怕杀头的思想

暗中滋生，思想动摇起来。有些刚参加革

命的乡干部、农会干部和民兵甚至背叛革

命。形势一下子十分严峻。

这天上午，杨树德和乡干部刘庆功一

起，到一个叫田堂的村里开会，准备针对

社会上的谣言向群众讲明真相。他们进村

之后，村干部出去通知群众开会，但是在

会场等了几个小时，直到11点多，到会的
群众寥寥无几，只有五六个人。杨树德感

觉不妙，在会上对大伙儿说：“最近，有许

多谣言，说共产党站不住脚，蒋介石要渡

过长江和共产党争天下，这完全是胡说八

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

横渡长江，打到南京去，蒋家王朝完蛋的

日子已经不远了。全国即将解放，我们穷

苦人翻身得解放的好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时，一位平时表现积极的群众，站

起来问杨树德：“杨干部，有人说咱们这儿

参军南下的孩子们，都是炮灰，是替解放

军填长江的，还说现在谁分了地主老财的

土地和财物，将来蒋介石一回来，还得乖

乖地给地主老财退回去。这话可是真的？”

杨树德严肃地说：“咱们前些时动员

青年参军，目的就是为壮大革命队伍的。

娃娃们参加了解放军，是娃娃们的光荣，

等到全国解放时，这些娃娃就成了革命的

功臣，地主恶霸们很害怕，因为革命队伍

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就强大了，反革命的

势力必然就小了。他们因此就造出了这些

谣言，这证明他们胆怯了。希望大家不要

听信这些谣言，更不能相信这些谣言，我

们穷人参加革命，腰杆要挺直起来。只有

挺直腰杆同地主恶霸斗争到底，我们才会

取得最后胜利。”

几位群众点头认同。

开罢会，杨树德和刘庆功在返回乡政

府的路上，碰见杨堂村一个村干部，那位

村干部向杨树德反映说他到北山拉煤时，

在一个村外边看见有土匪在活动。回到乡

政府吃中午饭时，有几个村干部赶到乡政

府，也反映说：在一个叫段村的地方，发现

有土匪活动。听了这些反映，杨树德很警

觉，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决定和刘庆功

一起到段村一带去调查一下，看看情况到

底如何，好向区领导汇报。

正在这时，乡干部范宗有、唐景尧从

外边赶回来了，两个人走得满头大汗，一

见杨树德就说：“老杨，情况不好，庇山东

北角的郝庄一带集结了大批土匪，俺俩原

准备到郝庄去开会，觉得情况严重，会也

没开，就返回来向你汇报。你看要不要赶

紧向区领导汇报。”

杨树德当即派一位乡干部说：“你马

上赶往区政府，向区领导讲明这儿发生的

事。”吩咐完之后，他又对刘庆功、唐景尧、

范宗有、何印几个乡干部说：“走，咱们赶

往郝庄，弄清情况，如果真有土匪活动，就

先截击他们，给区政府争取点时间。”

这时，站在旁边的唐景尧畏畏缩缩地

说：“杨队长，我家里还有点关紧事，今天

就不去郝庄了。”说着，转身就走。

杨树德盯着唐景尧的背影看了好一

阵，终于没拦阻他，回头对刘庆功和范宗

有、何印说：“你们家里都有事没有，有事

的话也可以离开。”

几个人都摇摇头。

唯独何印凑近杨树德说：“这种人，碰

见点事就拉稀屎，孬！”

此刻，他们几个人中杨树德带一把二

八盒子，何印带一支长枪，刘庆功带一支

长枪，范宗有没带枪。他们沿着一条土沟

路往前走，快到郝庄时，杨树德把刘庆功

的长枪要过来，说：“遇到土匪，还是长枪

管用，我拿着。何印和我一起抗击土匪，你

和宗有找机会脱身，快到区政府搬兵。”说

着，带他们继续前行。刚走了不到一里多

路，只见前边一道土岭后边突然站出来七

八个人，朝着他们开枪射击。

杨树德叫了一声“土匪！”就敏捷地跳

到一棵槐树后边，一边朝对方还击，一边

吩咐刘庆功、范宗有说：“你们快走，去区

政府。”刘庆功和范宗有转身拐到另一条

路上，迅速撤离。两个人跑了一阵，转回身

朝杨树德望时，只见杨树德单身蹲卧在那

棵树边，正朝敌人打枪。再看何印时，却见

他正撒腿往那七八个土匪站的地方跑，一

边跑，一边挥手。刘庆功和范宗有吃了一

惊，不约而同地说：“何印叛变了，杨干部

危险了。”此时此刻，二人虽然觉得杨树德

有危险，但他们都赤手空拳，没办法去救

杨树德，只好抓紧返回区政府去搬救兵。

杨树德在那棵槐树后边坚持抵抗了一

阵，见何印已经叛变投敌，感到势单力孤，

决定立即撤退。他接连朝对方开了几枪，便

扭身朝东边一块树多的地方转移。杨树德

跑了一阵，回头见后边追他的土匪离他很

远了，便又寻找附近的村庄，想进村躲藏。

谁知道杨树德跑出那片林地，正要朝远处

一个村庄靠近，突然对面又跳出来一群土

匪，朝他开枪。杨树德赶紧一扭身又进了林

地，预备绕个远从另一个方向进村。

那群土匪中有好几个是附近几个村

的农会干部，他们都认识杨树德，此刻也

都叛变投靠了暴乱的土匪。有个叫李占河

的叛变土匪对带队的匪首说：“这就是庇

东乡的老八路杨树德，他肯定会躲到前边

那个村子，咱们直接去搜村，就能抓住

他。”

杨树德绕了个远，避开追他的土匪，

迅速进了一个叫建庄的村庄。他发现附近

没有人，就翻墙进了一处农院。杨树德进

院后，没有见到院子主人，仓促之间，钻进

一间厦房，屋里除了有一台织布机外，没

放别的家具。杨树德趁机检查了一下枪

支，发现两把长短枪仅剩了三颗子弹。如

果再遇强敌，恐怕难以坚持太久。他已做

好了牺牲的准备。

这时，忽然听见院外有人喊道：“杨队

长，出来吧，我是李占河，我们来救你来

啦。”

杨树德听清是李占河的声音，心中放

松了。李占河他很熟识，是附近一个村的

农会主席，还是乡政府的委员。这时，李占

河喊话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杨树德彻底放

松了警戒，从西厦屋里跳出来，打开院门，

闪身来到街上，抬眼再看，只见李占河身

边都是陌生人，还有何印也挎着枪站在那

儿。杨树德徒然一惊，他明白李占河也叛

变投匪了，等他想抽枪反抗时，七八个土

匪一拥而上，把他捆绑了起来。

土匪们把杨树德推到村外一处废弃的

砖瓦窑场。何印和李占河假惺惺地说：“杨

队长，本来俺俩想看交情救你哩，可是刘司

令有命令，像你这种外地老八路抓住后一

个不留，全部杀掉，你别怨俺薄情寡义。”

杨树德此刻已完全镇静了。他说：“你

俩也配谈什么情什么义。你们二人本来穷

得光屁股，解放军来后分给你们土地、财

物、房屋，还让你们当了干部，现在你们却

背叛革命当土匪，还知道什么羞耻。我问

你们，这儿还有谁参加了土匪？”

何印得意地说：“咱乡杭安乡长是俺

们的头领，此时他正跟着刘司令往县城进

发，共产党的县城也保不住了。”

杨树德冷笑一声，说：“别做梦了。我

此刻死，你们这帮土匪连三天也活不够。

动手吧！”

土匪们听到这话，疯狂地朝杨树德开

了枪。

枪声中，杨树德身子一晃，倒在血泊

之中壮烈牺牲。

真得如杨树德所说。那次由土匪司令

刘金岳策划的反革命暴乱只两天就被平

息。在清查土匪暴乱罪恶事实后，何印等

参与杀害杨树德烈士的叛变分子都被革

命政府判了死刑，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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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文理
供稿：陈 凝

古语有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

在于晨”，对于很多汝州人来讲，一天的生

活正是从这一碗胡辣汤开始。

胡辣汤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当

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端到面前，总感觉

哪里会有一点特别。这里的胡辣汤之所以

显得特殊，是因为这家店里的胡辣汤是素

胡辣汤，也就是没有肉的胡辣汤。

进到店里，一口锅煮着胡辣汤，两寸来

宽的锅沿上堆簇着葱丝、鸡蛋饼丝、辣椒

丝、豆腐丝和豆角等，五颜六色伴着扑鼻的

香气，让早起的人们分外有食欲。

先舀上一勺胡辣汤，再沿着锅沿走一

圈，爽脆的豆角碎、软嫩的豆腐丝、清香的

葱花就进入碗中了，最

后再淋上一小勺醋提

提味。转眼之间，一碗

胡辣汤就端到了面前。

一碗看上去简单

的胡辣汤，其实制作过

程并不轻松。制作胡辣

汤的关键一步在于面筋的制作，此外，素胡

辣汤所用原料为豆腐丝、豆角、鸡蛋饼丝、

辣椒丝、葱花、胡椒粉、粉条、花生米、面筋，

对原料、香料配比严格，食材加工考究，味

道清醇，因颜色浅，无色素添加之虞。食用

时添加红醋或陈醋，入口爽滑，味道清淡醇

厚，食用后有沁人心脾之感。

如今，在快速的城市发展中，汝州市变

化日新月异。一碗胡辣汤，坚守的不仅是汝

州美食的味道，也传承着汝州人耿直本分

的性格。

我们曾有这样的疑问：胡辣汤究竟有

什么魅力让人为这种美食痴迷？采访了很

多爱喝胡辣汤的人，我们终于找到了答

案。

对于一碗胡辣汤，胡椒是占有首席地

位的重要调料。一口汤到嘴里，胡椒的麻辣

之间，让人顿感清醒，这种难以言表的美妙

不仅是美食的体验，更是一种对心脑的洗

礼。

汝州市是汝瓷的故乡，历史的长河中，

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

之一，汝瓷所独有的文人

之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汝州人。老辈人常说，

按旧时习俗，不论身在异

乡是达官显贵还是富甲

一方，只要回到故乡都要

自降身份，一方面方便和家乡父老相处，另

一方面也有盘龙卧虎的寓意。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那么喝碗素胡

辣汤成为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以至于有

“先喝胡辣汤，随后回家门”的传说也就不

足为奇了。不管远走千里万里，只要一碗喝

下去，瞬间让胃找到家的感觉。

四季轮回，一汤一味，不同颜色的菜如

四季的颜色，常伴于汤边。一碗胡辣汤，品

味的是人生的哲学，中国崇尚儒释道的哲

学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阴

阳五行”“中和之美”“重生养生”等。

生命是一餐一餐的往复，人生是一次

次离家和归家的交替。一碗胡辣汤，或许我

们不需要给出一个喜爱它的理由，就像我

们爱自己家不需要理由一样。

素胡辣汤做法
食材：面粉、豆腐、鸡蛋饼丝、胡萝卜、

豆角、蒜薹、辣椒、豆腐、葱等。

做法：用特别技艺，将面粉制作成面

筋。添加调料，将汤熬制成糊状备用。将熬

好的汤放置在炉火上小火保温。将胡萝卜、

豆角、蒜薹、辣椒、豆腐、葱等切丝，围放于

锅边备用。食用时，将菜丝添加至汤中趁热

食用。

特点：营养滋补。

节选自《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杨树德遇害记

汝州党史故事汇

素 胡 辣 汤
在陵头镇陵头村有两座圆圆的山丘，人称牛蛋山。关于

它的名字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呢。

古时候，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和月亮，每月都有一个太阳

和月亮值班。一直以来，这十二个太阳和月亮恪尽职守，准时

地上班和下班。有一天，这十二个太阳和月亮突然同时出现

在天空。这下可不得了啦，地上的禾苗被十二个太阳烤焦，动

物们有的受不了炎热，也纷纷毙命。人类也处在生死一线。

这时，天神二郎用一根扁担担起两座大山，直追这十二

个太阳和月亮，眼看就快要把十二个太阳和月亮全部追上

了。当地人看见二郎跑得气喘吁吁，想替他接下扁担，让他歇

一歇。二郎说：“不行，扁担太重，你们接不动。”人们还是热心

地要接扁担，二郎依旧不让接。于是，一人带开玩笑地说：“都

恁沉！你担的是山。”一语道破天机，只听咔嚓一声巨响，二郎

的扁担从中间折了，两座大山从天而降，正好压住追上的十

一个太阳和月亮的上面。从此，天下就剩下一个太阳和月亮。

而落下来的两座大山就叫扁担山，

传着传着，被后人叫成了牛蛋山。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二郎担山的传说

民间故事

（上接第2858期）

采访组：习近平同
志平时吃饭都吃些什

么？都在县委食堂吃吗？

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崔时欣：我们县委

和政府分开办公以后，

食堂也分成了两个，但

相距不过100米，不仅浪
费地方，人工、燃料、食

材都造成不小的浪费。

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县

委和县政府协商了一

下，还是把食堂合并在

一起了。

习书记基本上一日三餐都靠这个食堂来解决，所以他每

顿饭必须要在食堂开伙的时候来吃，否则就只能饿肚子了。

他刚来的时候，为了熟悉情况，每天骑自行车奔波于各个乡

镇，有时候下乡回来晚了，到食堂去，赶上饭点了，就能吃口

热乎饭，错过饭点了，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正好

也有些事拖住了，来食堂也比较晚，所幸还有温乎的馒头和

菜。等我快吃完的时候，习书记才刚从乡下赶回来，那个时

候，食堂还剩一点菜，馒头也彻底凉了，也没有汤了。

我说：“习书记，你咋才回来？都没啥吃的了。”

他说：“是啊，回来晚了。”

习书记打了一个菜和两个馒头，都是凉的，就坐在那儿

吃了起来。

我说：“习书记，我给你弄点热乎汤吧。”

结果我一看，汤也没有了。习书记说：“没事，这有热水，

我自己做个汤。”然后，他倒了一大碗热水，往里面放了一点

点酱油，就做成了一碗“汤”。

我说：“习书记，你可真能将就！”

习书记经常下乡，所以他总是吃不上热乎饭，有时候还

要饿肚子。一次两次的还没啥，时间长了他就得了胃病，还住

了院。

后来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给他弄了个煤油炉，还

有一口小锅，吃不上饭的时候，张银耀就可以给他煮个挂面，

卧个鸡蛋，有时候他自己也煮挂面。

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说：“习书记，你怎么成天光吃挂面

呀？你也弄点别的吃嘛！”

他毫不在意地说：“咳，没事儿！随便吃点儿，不饿就得

了。”他这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我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印

象很深，至今好像还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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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中午赶不回来，就在乡镇吃饭，去近

的乡镇都是骑自行车，去比较远的会坐县里的吉普车。有一

次，司机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开车拉着习书记去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中午在那

里吃饭，桌子摆好以后，乡领导给上了好几个“硬菜”，很丰盛

地摆了一桌子。习书记就说：“怎么搞这个？不要搞这个，我吃

顿便饭就行了。”乡干部说：“习书记，给你都准备好了，你就

吃吧。”习书记说：“不行，不能搞这个，我就吃家常便饭。”

有了习书记的以身作则，“下乡吃饭要节俭”，在正定县

领导班子里慢慢就形成了共识和习惯。以后县领导到乡镇视

察、调研，都和习书记一样，在乡镇食堂吃便饭，或者到老百

姓家里吃派饭，一律交钱、交粮票。和群众吃一样的饭，不搞

特殊化，该给钱就给钱。

习书记来正定工作后，他北京的朋友经常过来看他。他

们来了，习书记很少到招待所请他们吃饭，即使有也都是自

己掏钱。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买几个罐头和菜在他办公室招

待这些朋友。如果赶上周末，还会和朋友喝两杯酒。那时候的

菜也便宜，十来块钱能买四五个菜，虽然没有多高级，但也挺

可口，还挺不错。也有的时候，他朋友来了，他就上食堂打两

个菜，都是自掏腰包。

有一次，习书记北京的朋友来看他，他就让服务员去一家

回民饭店买牛蹄筋。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买回来了牛蹄筋，是切

的大块，用纸包的。习书记跟服务员说：“你下次再去这家饭店，

给他们提点儿建议，这牛蹄筋吃着挺好，但是切成大块，顾客吃

着不方便，要是切得薄一点，顾客吃着就会方便一些。还有，牛

蹄筋可以炒，可以烩，做的花样多一点，价钱也能卖上去。”后

来，这家回民饭店的牛蹄筋果然有了更多做法，现在还能吃到

他们炒的和烩的牛蹄筋，味道很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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