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

1945年农历三月二十八，顽匪黄万镒
对大峪抗日根据地南部进行骚扰。得到消

息后，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区干队副大队长

兼中队长秦广善立即集合民兵上山阻击。

奇怪的是，区干队民兵上山后，土匪们打

了一排子枪后，连个照面也未打，就悄悄

退走了。

秦广善、秦书照、秦太等几位区干队

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分析敌情。大家议论

说：“平时黄万镒带土匪来骚扰，不是打一

天，就是打半天，今天为啥只放了几枪就

溜了，这里边肯定有鬼。”听着众人的议

论，秦广善心里也在琢磨，突然，他心中大

悟，今天不是山下泰山庙古刹大会吗？区

干队民兵去赶会的人不少，黄万镒这家伙

一定在集会上捣鬼，他会不会在庙会上扣

押我们区干队的民兵做人质，逼迫咱区干

队屈服？想到这儿，秦广善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大伙儿。大家一听，感到这话有道理。

黄万镒生性狡诈，这种孬办法他使得出

来。

果不出秦广善所料，很快就有消息传

来：黄万镒匪部在庙会上扣押了20多个赶
会的人，其中就有区干队队员10几个。秦
广善立即召集队长们开会，研究如何解救

战友和乡亲。有人激愤地说：“干脆带人去

剿了黄万镒的老窝，看他放人不放人。”也

有人说：“黄万镒人多势众，剿他的老窝不

是那么容易的，牺牲代价太大。”如何才能

救出战友们和乡亲呢，大伙儿一时也想不

出好办法。秦广善听着大家的议论，脑海

里也在不停翻腾。这时，有一个队长说：

“听说黄庄村有20多人这两天往北山去驮
煤，咱就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

何。”秦广善一听，果断地说：“黄庄是黄万

镒的老巢，村里人都和黄万镒沾亲带故，

咱就针锋相对，也去抓扣他的人，逼黄万

镒放人，看他龟孙子咋办。”

区干队立马出动，果然扣住了黄庄几

个驮煤的人，并立刻派人去告诉了黄万

镒，说：要他立即放掉在庙会上抓的所有

人，否则他的乡亲就受罪了。谁知道这一

招根本不管用，黄万镒不答应放人不说，

还把传递消息的人带到牢里，让他亲眼看

着，被抓去的区干队战士，被吊在屋梁上，

土匪用皮鞭抽打，战士们被打昏死后，土

匪又用滚烫的热水泼到他们的头上，反复

折磨。黄万镒还对传递消息的人说：“想要

让放人，除非秦广善亲自来求饶投降。”

秦广善收到这个消息后，愤怒地说：

“再去给黄万镒送信，警告他，如果我区干

队人有一个被杀，我就杀他三人来偿还。”

说是这样说，但是如何再想办法救出战士

们，让秦广善左思右想。为了尽快救出人

质，秦广善愁眉紧锁，他知道：以黄万镒阴

险狡诈的性格，战士们被扣押一天，危险

就多一分。

这天，有人告诉秦广善：黄万镒的师

爷冯书林，家住安沟村，能不能在冯书林

身上打打主意。冯书林是个诡计多端的

人，黄万镒和他臭味相投，对他言听计从，

是黄万镒身边的大红人。如果抓了冯书林

的家人，黄万镒会不会就犯？事不宜迟，秦

广善马上带领区干队战士，借着夜色赶到

安沟村，包围了冯书林的宅院，将其父亲、

妻子、小孩抓起来，连夜带回根据地。临走

时，秦广善对冯书林的大哥冯才娃说：“你

去告诉你兄弟，限他一天时间，把庙会扣

押的人一个不少放掉，否则你的全家就没

命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

冯才娃跑到黄庄，和他的弟弟冯书林

找到黄万镒，苦苦哀求，要黄万镒无论如

何救他家人性命。面对冯书林的求告，黄

万镒虽然心狠如豺狼，也不好拒绝，对冯

书林说：“冯老弟，看在咱们生死相交之

谊，哥哥也不能让老伯和侄子遭难。这样

吧，你亲自去找焦道生，让他做个中间人，

出面和秦广善谈判，双方谁也不能杀害对

方的人，找个保险的地方交换人质，各自

领各自的人回家。”

焦道生是汝州东部一个拥有地方武

装的头领，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有交往。因

此，在焦道生的调停下，双方约定了时间，

把扣留的人全部带到一个叫神德宫的庙

里，交换人质。被扣押的10几个区干队战
士安全脱险。

黄万镒企图用人质对临汝县抗日县

政府威胁要挟的阴谋彻底破产。秦广善巧

计救战友的故事从此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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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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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扁食扁食吃着香，黑狗看着馋哩慌。骑它身上撵它走，娘说

骑狗烂裤裆。”这是源于汝州本地的一曲扁食童谣，汝州人口里的

扁食，实则水饺。

人间有味是饺子。凭借1800多年来中国百姓对“好吃不过饺
子”的极高评价，赋予了水饺为中国“国食”的崇高地位。饺子的风

味，是一幅国人饮食结构的缩略图。

饺子，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美食，还是中华文明的符号。正如咖

喱之于印度、寿司之于日本。而饺子的每一个部分，无一不蕴含着

中华民族文化，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诉求，是家的团

聚、爱的陪伴。饺子是中国美食的形象代言人。说到中国，老外们

无不赞美饺子的美味，它就如同熊猫一般是国宝级别的存在。无

论他们吃过还是没吃过，至少都能说明自己对中国并不是一无所

知，能够迅速找到双方的共同话题。

水饺的雏形来自出生于河南的神医张仲景的“祛寒娇耳汤”。

从冬至施药到除夕，为无数患者治好了冻耳的疾病。让人没有想

到的是，张仲景施药救助病患的一剂良药，如今竟成了除夕夜百

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

在杨楼镇的商业街，仅几百米长的商业街道却林立着十几家

“杨楼水饺”招牌店铺，只是他们冠名的姓氏不同。例如这次我们

寻访的汝州饺王———杨楼温记水饺，它正是杨楼镇温姓家族传承

三代的40年老店。温记水饺凭借着传统好味和新鲜好料不仅是杨
楼水饺的明星企业也是汝州水饺的杰出代表。

温记水饺店每天限量400碗，如果不来早点可能就吃不到。也
承袭着汝州最传统的口味，专做一种馅料的水饺———猪肉大葱。

男女通吃、老少皆宜。

水饺上桌后，夹起一个秀气可人的水饺在醋碟中滚一圈一口

咬下一层不薄不厚的外皮，鲜美香甜的汤汁首先触碰舌尖，紧实

筋道的猪瘦肉在牙齿一张一合的反复挤压中渗透出脂肪的甘甜。

醋的香酸和肉的清甜顿时在嘴巴这个极小空间里迅速绽放。

吃完一颗，再喝一口热腾腾饺子汤，清新醋味，重振舌尖的味

觉因子，让下一口的咀嚼依然保持完美的味觉体验。这一刻突然

发觉这味道似曾相识却怎么也记不起源头。

饺子从来都不是高级食物，好吃的饺子也没有独门秘诀。因

为爱和温暖，家里的饺子才有了独一无二的味道，杨楼水饺也正

是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味道才有了家的感觉。

猪肉大葱水饺做法

食材：新鲜猪肉、大葱、面粉、特制调料。
做法：每日使用新鲜猪肉，祖传特制配方进行活馅，精选面粉

擀出标准饺皮，由店内多年熟练工人全手工包制，最后放入特制

饺汤中煮沸，出来的饺子不散不腻，汤饺是

店内绝对经典推荐。

特点：鲜香甘嫩、肉紧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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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县抗日根据地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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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穴寺北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亭子。站在亭子上往南看，

寺院里的亭台楼阁尽收眼底，再朝远处看，十几里外的汝州城

也看得清清楚楚。

据说北宋末年，汝州有个田知州，为官清正，爱护百姓，为

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老百姓也爱戴他。后来金兵入侵中原，占

了汝州城。金兵听说田知州人品官品好，就想逼他投降。让他当

金朝的汝州知州，可是田知州不干。风穴寺的僧人听说了这事，

就把田知州藏在寺里。

田知州住在寺里，每天有人为他端茶送饭倒也不愁吃不愁

喝的。可是田知州惦记着汝州百姓，成天坐不住睡不好，又不敢

在外边露面，怕被金兵发现，把他抓走。没办法，他只好每天破

晓时爬到寺北的山上，望着汝州城的方向不言不语。

田知州天天这样儿，寺里的僧人很担心，劝他说：“田大人，

您这样儿可不是办法，要是叫城里的金兵发现了，把您抓走，寺

里咋向汝州的百姓交代呢！”

田知州听了这话，就泪流满面，不哼不哈下了山。可是第二

天早上，他又照样在天破明时爬上北山，朝城里看。

天长日久，田知州藏在寺里的事到底让金兵知道了，就派

兵围了风穴寺，把田知州抓住了。

金兵抓了田知州好酒好菜招待他，要他投降，对他说：“如

今你家两个皇帝都被抓了，多少王公大臣都做了金朝的大官，

你还倔啥哩！”

田知州说：“我生是宋家人，死是宋人鬼，你们要杀要砍，早

点动手吧，甭费事啦！”

可是金兵也不杀他也不砍他，就把他囚在汝州城，想等他

回心转意，为金朝办事。田知州猜透了金兵的心事，就想自己

死。从此不吃不喝，过了几天，眼看着田知州饿得骨瘦如柴，连

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守他的金兵敬重他的骨气，看他快死

了，就对他说：“你有啥后事要交代，对我说说，我替你办。”田知

州说：“我死以后，你让风穴寺的僧人把我埋到寺后的北山上，

面朝南埋，我要看看汝州的百姓。”金兵点点头答应了。

田知州不久真的死了。金兵把他的尸首交给了风穴寺的僧

人。寺里的方丈很隆重地为田知州举办了葬礼，全寺的僧人为

他念了七天经，超度他的魂灵早日脱离苦海，尽快再生人世。

汝州的百姓听说田知州死后埋在寺院北山上，大家兑钱交

到风穴寺，让僧人们在田知州生前常站的地方盖了一座亭阁，

纪念这位清正爱民的知州。

后来，这座亭子就起名叫望州亭。

讲述者：常法定

整理者：常文理

望州亭

扫描二维码收听

巧计救战友的革命故事

汝州市大峪镇旧称大峪店，位于汝

州、登封、禹州、郏县交界处，这里山大沟

深，纵横交错，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抗日战争后期的1945年3月至8月28
日，根据河南抗日斗争形势和军政首脑机

关安全需要，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河

南军区主要领导人移驻大峪店地区，使大

峪店地区不仅成为整个河南（豫西）抗日

根据地的指挥中心，也是河南军区第一、

第三、第四支队及张之朴领导的河南人民

抗日义勇军的重要活动中心。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4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共同回顾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豫西，开辟河南抗

日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河南战役的爆发及豫西沦陷

（一）河南战役的爆发
1944年4月18日，日本侵略军为挽救

其失败的命运，调集9万余人的兵力，疯狂
地发动了河南战役，从豫北、豫南、晋南三

个方向，向豫西、豫中地区大举进攻。国民

党40万大军，在日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
望风而逃，在短短37天中，包括汝州在内
的河南38座县城先后被日军占领。
（二）日军在汝州犯下的暴行
1944年5月3日，日军在飞机、坦克的

掩护下，由郏县出发进攻汝州城。驻守在

汝州城的国民党十三军，经过短暂抵抗

后，弃城而逃。5月4日汝州城被日军占
领。

日军占领汝州后，勾结地方伪、顽势

力，先后在临汝镇的冯店和鳌头山、蟒川

镇的黑龙庙、陵头的段子铺、米庙镇的一

五张村等一些集镇、交通要道设立据点，

肆意烧杀奸淫，抢夺民财，犯下滔天罪行。

据《汝州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

损失调研报告》统计，日军占领汝州期间，

共杀死群众1345人、打伤群众4591人、抓
走民夫1227人、强奸妇女1135人、烧毁民
房1081间、宰杀牲畜10771头、拉走牛马车
282辆、抢走粮食数百万斤。全县18万多人
流离失所，逃离汝州。1943年，全县有36.4
万人。抗战胜利后，全县仅有23.8万人。

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及伟大的
战略部署

为了解放河南苦难同胞，收复失地，

打败日本侵略者，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

主席高瞻远瞩，及时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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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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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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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河
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和《关于发展河南敌

后工作的指示》，要求入豫部队：“插入敌

顽之间的空隙地区，迅速发动群众抗日，

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抗日根据地。”中

共中央的指示，为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的

斗争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央“巩固华北，发

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

大解放区，准备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完

全胜利的英明决策。

皮徐支队挺进豫西及河南抗日
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和北方局、八路

军前方总部的直接领导指挥下，首先由太

行区党委、军区调集部队和地方干部1700
余人组建豫西抗日游击支队(亦称先遣支
队、皮徐支队、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后改为

国民革命军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

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同时

成立豫西地委，徐子荣任书记。1944年9月
5日，皮徐支队在林县郭家园举行成立及
誓师大会。6日出发南下，22日在济源县河
清口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横越陇海铁路，

过洛河、伊河，向嵩山、箕山地区挺进。30
日，夜袭了日军正在登封修建的飞机场，

消灭敌人一部，解救修机场的民工近万

人。首战告捷，鼓舞了我军士气，扩大了我

党我军在河南的政治影响。10月12日，攻
打了巩县黑石关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小队

和伪军百余人，解放修铁路桥的民工2000
多人。

为了站稳脚跟，尽快开辟抗日根据

地，1944年10月3日，皮徐支队和豫西地委
在登封县白栗坪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

究工作部署，决定把郑州以南、洛阳以东

地区划为箕山、嵩山两个战略区，把正规

部队分散开，采取小部队活动，打击敌伪

及坚持反共的顽固势力；加强政治宣传工

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颁

发了约法五章的布告，广为散发、张贴。为

了发动群众，迷惑敌人和熟悉地形，部队

兵分四路赴登封、偃师、伊川、临汝、巩县、

荥阳等县进行政治宣传，并坚决打击日伪

汉奸活动。

八路军进入豫西后，像插入敌人心脏

的一把尖刀，对敌人威胁很大。因此，日、

伪集中兵力疯狂地频繁向我根据地进行

“扫荡”、“清剿”。加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

主席刘茂恩密令顽军对付我军，并配合日

伪军进行“扫荡”，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

杂。

皮徐支队和豫西地委经过三个多月

反扫荡、反清剿、反磨擦的艰苦斗争，取得

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

恢复建立了10个县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
嵩山、箕山两个工委、专署和偃师、伊川、

临汝、巩县、登封、荥阳等10个抗日民主县
政府及伊洛办事处，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

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河南军区的成立及河南抗日根
据地的巩固壮大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开辟河南抗日

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944年10月，决定建
立中共河南区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

日军。任命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

抗日军司令员，戴季英为河南区党委书记

兼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政委。

中央对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极为重视，毛主席在延安分别接见了河南

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的领导人王树声、戴季

英、刘子久同志，并作重要指示。毛主席指

出：你们这次南下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深

入河南敌后，以嵩山为依托，在三点 (洛
阳、许昌、郑州）两线（陇海铁路和平汉铁

路线）之间，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

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紧紧咬住敌人，

牵制三点两线之敌人西进，保卫大西北，

沟通陕北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

战略联系，发展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夺

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王树

声、戴季英、刘子久等同志，分析了河南的

形势，研究了工作部署，加紧进行了河南

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的组

建工作。1944年10月底，进军河南的准备
工作基本就绪。11月从延安分两批开赴河
南，出发前，中央机关举行了欢送大会，毛

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南下的干部、战

士挺进河南敌后，要奋勇杀敌，依靠和团

结群众，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政权建设，逐

步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府，迅速打开豫西

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

地。

1944年11月14日，继皮徐支队挺进豫
西之后，由太岳军区组建的豫西抗日第二

支队1500余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刘聚奎率
领下，渡过黄河，进入新安、渑池等地区开

辟抗日根据地，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政

权机关。12月底，皮徐支队及豫西抗日第
二支队共作战139次，解放村庄4676个，人
口100余万。

1944年12月24日，刘子久、韩钧率领
的部队和干部进入豫西，与刘聚奎部会

合。
1945年2月，王树声、戴季英率领部队

和干部，从济源县过黄河，在新安、渑池与

刘子久、韩钧、刘奎聚部会合后，召开了支

队、分区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开辟豫西抗

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建立豫西二地委、

二分区和二专署。2月20日，河南区党委、
河南军区发出了进入河南后第一个纲领

性的文件—《国民革命军河南人民抗日军

八大主张》，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河

南同胞联合起来，保卫国家民族，保卫河

南，保卫家乡。之后，王树声、戴季英率领

部队继续南进，2月26日到达登封县白栗
坪，与皮徐支队胜利会师。3月2日，在登封
县东白栗坪村召开军队和各县领导人会

议，王、戴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河南区党

委、河南军区、河南人民抗日军和进入河

南的部队统一整编的决定。自此，由河南

军区(区党委)集中统一指挥了豫西的抗日
武装力量，统一了豫西解放区党、政、军的

领导，依托已有的基础，扩张展开，在北抵

黄河，南至南召、襄城，西迄陕州、嵩县，东

达新郑、许昌等豫西26个县境2万多平方
公里、30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进行抗日
活动，使我党我军的声势大振。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