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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军区进驻大峪店（下）
1 950年1 2月2 1 日夜，寒风刺骨，天下着蒙蒙细雨，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1 6岁的席宝山参加了一次夜捕
土匪的战斗。

当时抓捕小分队组织严谨，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安

排和部署。他们一组4人，由原石太乡指导员董献武带
领，于深夜潜伏在一个外逃刚回的土匪宅院周围。如

果叫门害怕惊动土匪，发生意外；如果翻墙进去，土匪

家墙又很高。最后商定用搭人梯的办法跃墙进入。因

为席宝山瘦高身轻，就让他蹬在董现武的肩膀上，手

扒土墙往上爬，土墙被雨水泡得松软，这时土墙突然

塌下，席宝山和泥皮一起从高处摔了下来。他摔伤了

腰，从此每遇到天气刮风下雨，腰就隐隐作痛。

从高处掉下后，席宝山忍痛再次踏着董现武的肩

膀往墙上爬，肩上还背着一支枪。这次终于扒上了墙。

他骑在土墙上往院内看，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一

条狂犬在院内上蹿下跳地疯叫。究竟墙有多高，下边

是什么情况完全不知。他顾不得多想，不顾一切纵身就跳了下去。身

子正好落在了一个石猪槽上，石槽正好卡在两腿中间，眼冒金花，下

部剧烈疼痛，疼得气都不敢喘。正在这时，恶狗扑了上来，他忍痛抱

起了枪，用枪后的皮带抽打狗身，这时屋内的灯亮了，传来一个老妇

人的声音：“谁呀？”

席宝山不敢吭声，忍痛站起来先去把大门紧急打开。这时被抓

的土匪窜出家门正准备逃跑，董现武已带人冲了进来，土匪终于被

抓获。

此时，疼痛加剧，浑身像散了架的席宝山被两个民兵扶着赶回

了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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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曾告诉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会忘记一些人、一些事；但童年吃过的味

道，哪怕只是一个路边摊，也总是忘不掉。

即使走过再远的路，看到小时候的路

边摊，还是想要去坐一会儿，仿佛，坐在小

摊上的这一刻，我们就可以回到无忧无虑

的童年。

正如汝州歌谣中所唱的汝州油茶：

“下学小跑回到家，爷爷带我喝油茶。喝完

油茶嘴一抹，写着作业乐开花。”由于汝州

油茶细腻清淡，适合小孩和老人食用，是

每一位土生土长的汝州人必然喝过的童

年味道。

油茶的香稠也就承载了每一位汝州

人抹不去的乡愁。

本以为油茶是西北地区苦寒之地的

暖身之物，而中原油茶与北方油茶相差甚

大，却各有其妙。京津地区颜色浓郁为甜

口，汝州地区颜色偏淡为咸口。河南早餐

也只有油茶可以与胡辣汤媲美，但现在想

要找家地道的汝州油茶极不容易。

驱车拐入主城道

的一个分岔胡同口，胡

同里是一栋栋带着些

许年代感的老居民楼。

即将到放学时间，一位

位骑着特制后座自行

车的大爷大妈从自家居民楼出来，互相问

好致意：“今天你去接娃呢？”“是的呀，今

孩儿他奶忙得很！”十米胡同外是城区主

道路，上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胡同内是生活，胡同外是奔波。而这

次寻访的陈记油茶就坐落在胡同路口，一

头串联着本地生活的酸甜苦辣，另一头抚

慰着离乡游子的喜怒哀乐。

陈记油茶的老板是50多岁的杨雪枝，
杨姨一边和我们聊着过往，一边麻利地给

来往邻居打包油茶。一条低矮长桌、一辆

手推车就构成汝州人对油茶的全部生活

记忆。杨姨一手拿起一只塑胶小碗娴熟地

套上袋子，一手拿起一“巨型”铁勺在一米

多高油茶桶里来回搅动，沉着有力。只为

叫醒桶内沉睡着的茶汤分子，散发出炒粉

混合芝麻花生的诱人芳香。

一舀一大勺缓慢倒入下方一尺开外的

碗袋中，如同水柱般一滴不少一滴不落正

中靶心。“得嘞！”外打包一袋酥油泡带走。

回家后将酥油泡倒入油茶中充分搅

匀。油茶的咸香清淡正好分解酥油泡的油

腻浓厚，而酥油泡的酥脆爽口又恰恰中和

了油茶的寡淡清和。一清一浓，一脆一软，

搭配起这“正正好”老少皆宜的汝州油茶。

聪明智慧的汝州人将中原地区“和谐

中庸”思想巧妙转化到自身的生活饮食

中，从而锻造食物之间

“和而不同，违而不犯”

的取材之道。

汝州油茶与武陟油

茶相似。据传清朝雍正

元年（1 7 23），皇帝胤禛
曾亲临武陟监工筑坝。

当时，武陟县令吴世禄

为了讨好皇上，令一个

姓朱的油茶大师为其调

制油茶。雍正皇帝一吃，

龙颜大展。消息不胫而走，当地老百姓也趋

之若鹜，吃油茶顿时盛行起来。

油茶养胃，特别对汝州“一老一少”来

说是四季必备养生食品。矮桌旁此时正坐

着一位妈妈和一位看起来仅两岁的小女

儿，妈妈拿着自带的小碗将油茶一勺一勺

喂进女儿口中。小姑娘看起来胃口不好、情

绪不高，以至于每喝一口就要休息停顿一

会儿，一小碗油茶整整用了半小时才喝完。

一碗油茶配料简单，但一碗好油茶烹

制却复杂，关键在火候和时间两处精准的

拿捏。杨姨家油茶屹立汝州街头十余年，

也是有原因的。“我们选料、工艺都不一

样，先把小麦面炒熟，一锅面都得炒两三

小时，都是小火，要全程不停翻，要不然面

就煳了。”

一碗油茶，单纯而又复杂，简单而又

深刻，平凡而又非凡。

一碗油茶，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生活方

式，凝聚着汝州人的喜好与智慧。

一碗油茶，是汝州人舌尖上幸福的味

道，也是藏在人们味蕾里的一抹乡愁……

汝州油茶做法

食材：普通面粉、小米面粉、芝麻、花

生、五香粉、酥油泡。

做法：将普通面粉、小米面粉、芝麻、

花生分别炒熟，水烧开，将炒面粉搅成浆，

下入锅中。等水烧滚起来之时将炒芝麻、

炒花生放入，加入少许香油煮浓稠即可。

特点：咸香酥脆、浓稠味美。

节选自美食图书《在汝州 唤醒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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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军区进驻大峪店

（一）临汝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壮大为

河南军区进驻创造了条件

1 94 4年1 0月3日，皮徐支队在白栗坪村
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四路武装工作队分赴

登封、临汝、偃师等县进行武装宣传和发动

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其中，第三路由支队

副司令员方升普带领3个连，在大峪镇棉花
窑、王台村一带驻扎，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

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的各

项政策。同时，部队指战员纪律严明，秋毫

无犯，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1 94 4年1 0月1 0日，皮定均司令员和支
队所属35团团长王诚汉及欧阳景荣、党
峰、张清杰、刘波涛等领导同志，在大峪店

棉花窑村进步人士郎占选家里开会，研究

建立临汝县委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事宜。

首先研究决定恢复建立中共临汝县委员

会，党峰任县委书记，箕山区情报处长张

清杰任县委副书记，陈其双、牛占元为委

员。临汝县委隶属于豫西地委箕山工委领

导。县委领导成员后，随即研究确定了临

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店抗日区政府的

组成人员。县委书记党峰兼县长，县委副

书记张清杰兼秘书，董逢甲任大峪店抗日

民主区政府区长。在皮徐支队的大力支持

下，临汝县委、县政府很快组建了县、区抗

日武装，并积极配合主力部队，狠狠打击

在汝州地区的日伪顽势力，粉碎了敌人扼

杀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下辖2个区政
府和2 4个村级抗日政权，管辖面积约200
平方公里，人口1万多人。临汝县抗日民主
县政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豫西地区成

立最早的1 0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之一，也

是平顶山地区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

长、规模最大、政权机构最全的县级抗日

民主政府。

为了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我党在

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

息”和“倒地”运动，使贫穷农民在经济上

得到实惠，生活有了保障。抗日民主政府

和群众形成了血肉联系，政权更加巩固。

广大青年大批参军，主力部队得到加强，

地方武装扩大编制，增强了力量，为河南

军区移驻大峪店奠定基础。

（二）河南军区进驻大峪店的原因

时任八路军皮徐支队情报处长、临

汝县委副书记张清杰在《临汝县大峪店

抗日根据地建立情况》一文中记述：

“1 94 5年2月底、3月初，洛阳、郑州、许昌
等地的日军调动频繁，引起了住在巩县

南边大山上的王树声从延安带来的两个

支队以及皮、徐支队首长的注意。据此情

况，大家估计日本人要集中兵力围剿我

们。王树声、戴季英等领导同志，同皮、徐

商议行动计划。皮定均司令员的意见是

先把我找来，让我汇报一下敌人调动情

况和意图，再作定论。他们连夜派人到大

峪店，把我叫到司令部（大峪店的郭狮子

也随我去了），我立即向王司令员汇报敌

人的大调动是在组织力量攻打南阳，不

是围剿我们。王树声同志掌握了这一情

况后，认为巩县山不大，且距郑州、洛阳

较近，不宜活动。他问我：‘司令部住在哪

里合适？’我说：‘还是到临汝县的大峪店

去，那里山大林深，离敌人较远，比较安

全，同时我对周围几个县敌人的情况也

较了解。’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就带

领陈先瑞、张才千两个支队到了大峪店，

后来很长时间他们都住在这里。”

（三）有关河南军区移驻大峪店的文

献及回忆资料

1、1 94 4年1 0月1 4日中共中央军委《关
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五师的指示》第

一条内容：“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有两

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

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

河，冒险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

东西箕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

分向各地活动中。”由此可以看出，皮徐支

队是以大峪店为中心开始创建抗日根据

地的。况且，大峪店离皮徐支队司令部所

在地白栗坪仅2公里左右。
2、原皮徐支队，解放后改称武警 1 81

师，在其《战史》第30页记载：“箕山区，主
要在临汝的大峪店周围，这里处于登、临、

禹交界山区，都是比较稳定的地方。”“（河

南）军区领导机关始在白栗坪，(1 94 5年)3
月份移驻临汝大峪店，大反攻解放登封后

进驻登封城。”第58页记载：“（1 94 5年）8月
2 8日，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进驻登
封城；抗日县政府亦入城办公。”

3、时任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
长、河南军区副政委刘子久在《我对临汝

工作的回忆》一文中记述：“1 94 5年抗日战
争时期，豫西军区在禹县、登封、临汝三县

交界地方的箕山一带进行活动。那时部队

就住在大峪店。一支队皮定均、徐子荣在

那里时间较长。其它像三支队陈先瑞，四

支队张才千，六支队刘昌毅都在那里活动

过。”“豫西军区的王树声、戴季英、刘子

久、皮定均、徐子荣、张才千、刘昌毅等领

导同志在大峪店的时间大概有四五个月。

到1 94 5年1 0月撤退才离开。”
4、时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司令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刘昌毅在《挺进豫西开

辟新区—回忆八路军六支队南下战斗历

程》一文中这样记述：“部队离开宜阳后继

续东进，约在（1 94 5年）4月初到达河南军
区所在地登封县大峪店（编者注：应为临

汝县大峪店）。之后，进入临（汝）、宝（丰）、

禹（县）、郏（县）、襄（县）等地区，展开了开

辟豫西根据地新区的斗争。”“部队到达登

封（应为：临汝）大峪店后，河南军区决定

以我六支队为基础，在禹县之神垕镇建立

第六军分区、六地委和六专署。

5、时任临汝抗日县政府大峪区政府
区长的董逢甲在《回忆大峪抗日根据地的

工作情况》一文中记述：“1 94 5年农历一、
二月间，军区的四大首长：司令员王树声、

政委戴季英、副政委刘子久、参谋长熊伯

涛均住在大峪店以北的王沟和孔窑两个

村内。”

6、《中国共产党汝州市简史》第26页
记载：“在日本侵略军发动河南战役之后，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控制中原战略要

地，中共中央于1 94 4年1 0月，在延安组建
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

军区。1 94 5年2月挺进豫西，在登封县白栗
坪和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会师。3月
中旬移住临汝县大峪店。省委书记、军区

政委戴季英，省委副书记、副政委刘子久，

司令员王树声，参谋长熊伯涛等军政领

导，分别住在大峪店附近的王沟、稻谷田、

孔窑3个村内。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河南
人民抗日军第三、第四支队的领导陈先

瑞、张才千等。”

7、时任豫西地委组织部长、曾任水利
部副部长的史向生在《皮徐支队在豫西》

一文中记述：“我们继续行军，到了登封县

的杨岭镇，在那里与敌人遭遇，打了一阵

子，部队连夜向东转移，过送表村，经过临

汝的大峪店，于农历八月十四，到了登封

白栗坪。在白栗坪期间，群众反映登封的

敌人到处抓民夫修飞机场，我们就派三团

夜袭日寇正在修建的飞机场，解救了民工

并进行了抗日宣传，说八路军来了，要打

日本，让群众都回家过中秋节，与亲人团

圆，群众可高兴了。那时，我们部队在经大

峪店的途中，把党峰隐蔽在梁窑村，做群

众和统战工作。”

大峪店曾成为整个河南抗
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因大峪抗日根据地建立较早，群众基

础较好，且山大林深，便于活动,一度成为
整个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地带和最牢

固的战斗堡垒。河南省委、军区机关的主

要领导人王树声、戴季英等于1 94 5年3月
从巩县、登封县移驻到大峪店地区的王沟

等村驻扎，在这里指挥皮定均、徐子荣、韩

钧、刘聚奎、陈先瑞、张才千、刘昌毅等领

导的六个支队的抗日斗争。

从 1 94 4年9月八路军皮徐支队挺进
豫西，到1 94 5年8月抗战胜利，王树声、戴
季英领导的河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

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

作战300多次，发展壮大了武装力量，正
规军由6千人发展到3万多人，民兵发展
到5万多人，收复国土面积2 . 6万平方公
里，建立6个专署、26个县级政权，解放区
人口达800多万人，沟通了陕北和华北、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阻止了日寇西

进，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绾毂中原”战

略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

贡献，为争取解放战争在豫西的顺利发

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

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皮定均、徐

子荣、张才千、陈先瑞、王诚汉等我党我军

的高级领导人，曾在大峪留下战斗足迹。

这里也涌现出了孤胆英雄张全成、巾帼英

雄马英、神枪手吕九、宁死不屈的农会主

席何社等英烈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 01 3年撤乡建
镇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大

峪这个被红色浸润的山区小镇，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春季山花烂漫，夏季鲜果满山，秋季层林

尽染，冬季山舞银蛇。良好的生态，纯正的

山货，秀美的风景，厚重的文化，每年都吸

引大量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至，已成为大

众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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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有个神仙到凡间游玩，走到一座小山时，看见山

上树木茂盛，野花遍地，山下潭水清清，碧波粼粼，这里真

是太美了。神仙一高兴，停下来坐到石头上，拿出酒壶就喝

开了。

那个神仙看着美景喝着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竟醉倒

在石头上睡着了。他带的宝贝一对金鸡子和一对金鸭子，一

看主人醉了就偷偷地溜出口袋，漫山遍野跑着玩，金鸡子连

跑带飞，一会儿跑出老远，站在树枝上一边看风景，一边等

金鸭子。等金鸭子一摇一摆，气喘吁吁地赶到时，金鸡子又

往前跑走了。就这样，它们疯足了，玩够了，才不慌不忙往回

走，回来却不见主人，到处找也没找到。

“主人走了，他不要咱了，这可咋办。”金鸭子急得团团

转。

“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坐下吧，坐下歇会儿再想办

法。也许主人正找咱呢。”

金鸭子听了金鸡子的话，低着头，没精打采地坐在石头

上。

原来那个神仙喝得迷迷糊糊，他的宝贝溜出来也不知

道，等醒来后，起身便走了，还以为宝贝就在口袋里装着呢。

金鸡子和金鸭子等了很长时候，也不见主人回来。金鸭

子急了，对金鸡子说：“主人不会回来了，你想来办法没有，

到底该咋办呀！”

“哈哈，有办法了。这儿树木绿，小草青，山花红，咱玩的

时候，俺看山半腰有个山洞，咱住那洞里，风刮不着，雨淋不

着，多美啊。走，咱都往山洞里去。”金鸡子说着就去拉金鸭

子。

“不行，为了撵你，我没停事儿跑了半天，啥也没看到，

就落了一身臭汗，咱得一起去山下的潭里洗了澡再说。”金

鸭子说啥也不再上山了，它没劲了。

金鸡子没法了，就说：“那中，咱先去水潭吧。”

它们一起来到水潭边，金鸭子一头扎进水里，好一会儿

才露出头，扑棱着翅膀，对金鸡子说：“真舒服呀。”抬头一看

金鸡子还在潭边站着，就说，“大哥，我还以为你俩也在水里

洗呢，快下来呀。”

“老弟，你知道我不会凫水，下去找死呢。”

金鸭子看见水只顾高兴，倒把这事给忘了，赶紧从水里

出来，“你看俺这记性，你俩不会凫水我咋忘了。啊！你俩站

这草地上真美呀，还有这么多野花，俺来时咋没看见。”

“你来时心里只有这一潭水，哪儿还能看见这花草。”金

鸡子看金鸭子那高兴样儿，接着说，“你们喜欢水，就在这儿

住下吧，俺还得去山洞里住，有啥事喊一声俺就来了。”

“中中中，这潭里的鱼虾又肥又鲜美，那俺就住这儿了，

天不早了，你俩上山吧。”

就这样，一对金鸡子住到了山上，一对金鸭子住到了山

下。

第二天一早，金鸭子捉了好些鱼虾，喊金鸡子下来吃，

喊了几声也听不见答应，想着是出啥事了，赶紧上山去找，

走到半路，就碰见金鸡子。

“俺捉了好些鱼虾，想叫你俩下来吃，喊几声你俩咋不

答应来，还想着是你俩出啥事了，慌慌张张地来找你俩跑了

一身汗。”金鸭子说着擦着汗。

“俺听见喊就下山了，想着没啥关紧事，路上又吃了些

虫子，就来晚了，你再吃鱼虾就甭等俺俩了，俺俩爱吃虫

子。”

金鸭子一听，又来气了：“你俩不吃鱼虾行呀，听见喊就

不会答应一声？”

金鸡子忙赔不是：“中中中，是俺俩错了，是错了，以后

听见你喊俺就答应。”金鸡子说着，赶紧跑来帮鸭子擦汗。

后来，金鸡子为了不让金鸭子着急，只要金鸭子扑棱棱

拍翅膀，不等它叫就赶紧答应。

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人在山上发现两只大金鸡带着一

群小金鸡在山上玩，就想逮住这些金鸡子，这个人追呀追，

一直追到山洞前，不见了金鸡子，因洞口太小，那个人没法

进去逮。

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看见过金鸡，只是看见金鸭子一

扑棱翅膀，金鸡子就在山上鸣

叫，因此，人们就把这座山叫

鸡鸣山。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鸡鸣山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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