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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 7年冬的一天上午，太阳暖洋洋
的，张坡村的穷苦人李石匠和他的儿子坐

在破院内一块青石条上晒暖儿。突然一个

陌生人走进院子，李石匠以为是个过路的

客人，慌忙把他让到自家的破草房内，回

头叫儿子端来一碗热水。来人也不客气，

接过热水喝着，环视四周。破草房中一根

扁担两个筐，一张锄头一把镰，一张破床

上摆着一件破被子，墙角有一台石头垒成

的灶火，旁边放一口铁锅。

李石匠见他端详着自家屋子，自嘲地

说：“老客，不怕你见笑，这就是俺家的全

部家当了。”

来人看到东墙上架着一块小石板，上

边放着一个石头做成的香炉，伸手摸了一

把，自我介绍说：“老哥，我叫朱洪文，是咱

共产党临汝县政府的秘书，今天专门来你

家拜访，和你谈谈话。”

李石匠吃了一惊，共产党在临汝县成

立县政府的事他知道，不过来人自称是县

政府的干部，他还不熟识。他来自家弄啥

哩？自己是个穷百姓，他和自己有啥谈的。

想着，他惶恐地把朱洪文让到床边坐下，

说：“朱干部，你找我李石匠有事，请说吧。”

朱洪文坐在床上，笑着说：“咱共产党

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今天找你，就认定

你是穷百姓，才来找老哥说几句心腹话。

没别的意思，算访贫问苦吧。老哥，说说你

的苦日子吧！”

李石匠心放开了，说：“说我的苦，一

言难尽。我从小就给人家有钱的户放牛打

短工，混口饭吃。1 6岁个子没长成，就打长
工。民国二十五年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了，

就和老娘到豫东一带要饭吃，再后来跟人

学做石匠，做些石臼担着四外卖，有时也

挑些山货出去卖，游走四方。也没混成啥

出息，仍然穷。这两年身体不好，挑担卖东

西力不从心，就租人家几亩田种着，地租

交罢，所剩无几，一年里总有半年吃糠吃

野菜。”说到这儿，李石匠伤心地叹口气，

又说：“哎，我这辈子出尽牛马力，吃的猪

狗食，一辈子串房檐，这间破草房，也是借

住人家的，真是说不出口呀！”

朱洪文认真听着，此时说：“老哥，现

在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来啦，就是解放像

你这样的穷苦人的。只要我们穷苦人敢起

来闹翻身，好日子会有的。老哥，咱张坡要

成立农会，大伙儿都推举你当农会主席，

你家最穷，你出来当农会主席，最合适。”

李石匠听到这儿，忙说：“朱干部，我

家最穷不假，可这农会主席我可不能干，

这村子里谁干都比我干强。”

朱洪文直截了当说：“共产党领导穷

人翻身解放过好日子，咱穷人不出来干，

还能叫地主土匪出来干，你答应不答应？

这事你也甭推辞，也甭害怕，有共产党的

县政府为你撑腰，明天，村里就要召开群

众大会，宣布成立村农会，老哥你再想想，

如果同意干，明天就去参加大会。”

说着，朱洪文起身要走，李石匠送走

朱洪文，对家里人说：“不是我李石匠怕，

我是怕家里几个小孩子年幼，出啥意外。

打土匪，斗地主那是掂着脑袋混的。”

次日上午，村里果然召开了群众大

会，成立了村农会。主持会议的朱洪文见

李石匠到会了，直接宣布李石匠为村农会

主席。李石匠还要推托，但朱洪文也不让

他开口，就拉着他带领群众先去砸开了村

地主张克华家的大门，把张克华家的粮

食、财产分给了村里的贫苦群众。临走，朱

洪文还对群众宣布说：“张克华的三间上

房，和这房里的两张床、被褥、桌子、柜子

等家具，都分给李石匠家。其他房子、地、

财产晚上咱再开大会，全部分给穷苦人。”

李石匠家当天就搬进了新分到的房

子。

那天，李石匠和村农会的其他干部，

把村里其他地主富户的房子、土地、财产

都分给了村里贫苦农民。

晚上，朱洪文住在李石匠新分的家里，

临睡前，李石匠对朱洪文说：“朱干部，叫我

当农会主席可以，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

件。”说着，他指着自己的独生儿子，说：“这

是我李石匠弟兄三个守着的一根独苗，今

年也1 4岁啦！我李石匠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砍头丢命我不怕，可我得保孩儿的命。你把

他带到县政府，让他跟着大部队当兵，也有

个着落。不知你答应不答应。”

朱洪文说：“老李，你敢把儿子交给

我，我咋能不答应，你放心，就让他去县政

府，我必把他当亲儿子对待，有我在就有

你儿在。我还可以叫他识字认字，将来让

他有出息。”

李石匠听着笑了。

这时，李石匠的媳妇却说：“他爹，甭

恁急，现在地主、保长都跑得没影没踪的，

土匪也躲得不见影儿，孩子在家也还安

全，好赖让他在家过罢年，在家吃顿饺子，

到时个子也长高了，再走不迟。”

朱洪文见状也说：“老李，就听嫂子的

话，啥时你想叫他跟着我，去找我就中。”

这是李石匠第一次送子当兵，没有走

成。

不料形势很快有了大变化。

临汝解放不久，大部队就开往另一个

地方。这时，大土匪王景元、宋蔚然以及残

匪趁解放军离开临汝这段时间，纠合组成

还乡团猖狂反扑。土匪先是在观上村残杀

了十几位解放军伤员，接着围攻炉沟村，

又在王庄村杀害了村农会主席一家，其刚

出生的儿子被土匪摔死在一个碾盘上，手

段极其残忍。

李石匠因跟随大部队走了，没有遇到

危险。临走时，他暗地里将儿子送到一个

亲戚家，也侥幸躲开了土匪的追杀。等到

解放军二次清剿土匪后，一天李石匠在一

次会议上遇到临汝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武

烈，他就把儿子带到王县长面前，第二次

提出说：“王县长，我李石匠经过这场风

雨，也全明白了，穷人要想翻身解放，不拼

命和那些坏蛋斗争，永远都难出头。我已

和那些人结下了死孽，撕破了脸皮，这辈

子跟定了共产党。朱干部曾答应带走我儿

子的，今天我又把他带来了，县长你就把

他带走吧！这样我李石匠没了后顾之忧，

干起革命来劲儿更大。”

王武烈县长说：“老李，你放心！你把

儿子交给我，我保证他的安全。”说着，又

转身抚着李石匠儿子的头，问：“孩子，多

大啦！”李石匠忙说：“不小啦，1 4岁啦！”
这时，旁边一位干部说：“老李，土匪已

经肃清了，这一阵子，王县长东奔西跑的，

又是发动贫苦农民开诉苦挖根大会，又是

建立民兵组织，忙得脚不沾地，县政府也是

由这村搬到那村，老安定不下来。再过些

时，咱县政府就要搬到县城办公了。到那

时，让孩子跟王县长走，更稳当点儿。”

王武烈转头说：“老李，你看呢？”

李石匠想了想，说：“中，就再等等。”

就这样，他的儿子又没走成。

转眼已过了1 94 8年的农历春节。有一
天，李石匠听说县政府在滕店村驻着，正

准备往县城搬，听到这个消息，他忙叫来

儿子，说：“孩子，叫你娘给你拾掇拾掇，咱

们到滕店村找王县长，让他把你带走，你

可愿意？”

儿子点点头。

那天，李石匠的媳妇特地又给儿子包

了顿饺子，然后将儿子平时学习用的笔、

墨、纸张、换洗衣服用一块小方布包好，送

给儿子，父子俩一起往滕店出发了。

到了滕店村，找到县政府临时驻地。

李石匠一见王县长，就说：“王县长，石匠

给您拜年。你说春节到我家吃饺子哩，结

果我家包好了饺子，也不见你去。”王县长

忙说：“我还真的去了，可是事情急，没有

多停，就走了。”李石匠把儿子拉到王县长

面前说：“今天我特地送儿子来啦！听说县

政府就要搬到县城啦，叫他跟您走吧！”

王县长忙说：“中！中！”转身又向李石

匠的儿子说：“孩子，你娘同意让你出来

吗？”李石匠的儿子说：“愿意。”王县长听

了这话，大声喊了一声：“朱秘书，快来，你

的兵儿子来啦。”

这时，朱洪文闻声赶了过来，先和李石

匠打招呼，又摸着李石匠儿子的头，问：“孩

子，你真的愿意出来当兵，那就跟我走吧！”

李石匠的儿子就这样当了兵。

朱洪文住在滕店一个大地主家的院

子里，因他是县政府的秘书，他住的房子

就是县政府的办公室。县政府的大印就背

在朱洪文的身上，从不离身。屋子里摆了

两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

机。有一名叫温士俊的年轻人也住在屋

里。李石匠的儿子来后，屋里就住了三个

人。两张床，朱洪文睡一张，温士俊和李石

匠的儿子二人合睡一张。

有天早晨，两个年轻人正睡得香呢，

听见朱洪文大声喊叫：“快起来，快起来！”

两个年轻人爬起身时，发现屋里很乱，忙

问是咋回事，朱秘书笑着说：“夜里有一股

土匪来攻县政府，我只顾出去和土匪打

仗，把你们这两个孩子给忘啦！”

李石匠的儿子大吃一惊，忙说：“朱叔

叔，看你真马虎，真要土匪进来，还不把俺

俩给杀啦！”朱洪文说：“不是是啥，土匪若

来，可真会把你俩杀了哩！”说了这话，他

又笑着说：“不过，土匪已被打跑了，咱县

政府就要搬到县城去啦。你们别怕！”

李石匠的儿子说：“可别这么说，以后

还是机灵点，不能放松警惕。”

朱洪文笑笑，拍着李石匠儿子的肩

膀，夸奖说：“中！中！你有点当兵的样啦。”

李石匠的儿子认真地说：“这是俺爹

送俺时交代俺的话。”

正说着，王县长进来了，笑着对他们

说：“好啊，昨晚两个小鬼为我们看守住了

县政府，你们有功。”

这是李石匠儿子当兵后“参加”的第

一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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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陈 凝

每逢过年，中国各地传统习俗都有包饺子、吃饺子的习

惯，特别是农历三十晚上的年夜饭，饺子是不可缺的一道美

食。尽管各地风俗不一样，东西南北饮食习惯不同，但过年

吃饺子，是每个中国人味蕾深处的记忆。饺子，有团圆福禄，

吉祥如意之寓意，过年吃饺子，更是一家人团圆、亲情相聚

不可少的仪式。

在我们汝州，杨楼水饺可谓远近闻名，很多本地人、外

地人路过杨楼镇区时都不忘去吃一碗杨楼水饺。那么为什

么杨楼水饺能受到大众的青睐，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杨楼镇商业街的温记水饺店一探究竟。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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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点30分，在温记水饺的二楼操作间，8名工作人员
正在手工包制水饺。他们分工明确、手法娴熟，有轧面的，有

擀皮的，最多的是包饺子的。拿皮、挖馅、填包、压捏，顺手一

扔饺子就稳稳的飞进了木质盛盘里。几分钟时间，一盘大小

均匀、皮薄肉厚的新鲜水饺就包制好了。“我们家的水饺全

都是手工包制的，真材实料，皮薄、肉鲜，一切食材都是当天

采购的新鲜食材。”温记水饺店负责人朱利峰告诉记者。

据朱利峰介绍，他们温记水饺已经有4 0多年的历史，
他是第三代传人。刚创业的时候，是外婆在集市上支火、

架锅做买卖成名的。因为当时农村物资匮乏，群众都很少

吃肉，只有在赶集的时候才舍得改善一下生活，吃上一碗

肉馅的饺子。朱利峰的外婆为人实诚，每天一大早就去买

新鲜的肉和食材，饺子馅肉多菜少，来往的顾客吃过后都

交口称赞，时间久了就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吃一碗他们家的

水饺。

问起成名的秘诀，朱利峰很直白地说：“没有啥秘诀，真

材实料，对顾客真诚是祖传的真言也是成名的秘诀。”朱利

峰告诉记者，他们家的水饺一直以来都在严格遵从着先辈

们的真言，选用新鲜食材。肥瘦搭配的猪肉和大葱、萝卜是

主要的原料，饺子皮厚薄要适中，这样煮熟后的饺子才能吃

出老家的味道。

“大肉、大葱、萝卜是最普通的食材，也是制作水饺最好

的食材，只有传统的制作工艺才能做出家的味道。”温记水

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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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当今顾客口味变化，各

类水饺店不断推陈出新，推出“榴莲”“麻酱”“西红柿”等奇

葩口味。在温记水饺历代传承人心中，仍然坚持相信大部分

人还是最喜欢传统口味，而店里也坚持只做一种口味的水

饺。

据朱利峰介绍，他家的水饺一天能卖1 50碗左右，从上
午1 0点半到晚上8点半，一直都有顾客前来品尝。“不光本地
人喜欢吃，也有很多外地人慕名来吃，洛阳、郑州、安徽、广

东等地的顾客吃过我们家的水饺都评价说，这饺子真地道，

香而不腻，有家的味道。”朱利峰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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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记水饺也正是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味道才有了家的感觉。据

了解，目前，杨楼温记水饺已经开启了加盟经营模式，高峰

时期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十几家分店。同时，杨楼镇总店因为

生意火爆，在周边村庄招工1 3人，为部分闲散群众提供了就
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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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匠父子参加革命

杨楼水饺，老家的味道
● 宋乐义

广成地下殿堂全是宝，古往今来盗宝的人络绎不绝。可

是盗贼没有金钥匙谁也打不开宝殿的大门。相传宝殿有六道

大门，有六把不同的金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是瓠子长成的，可

惜被盗宝的南蛮子毁坏了，所以至今打不开第六道大门。

崆峒山广成庙前种着一棵瓠子，结着一个又大又长的金

瓠子。道长说这只瓠子要长到1 000天才会成熟，差一天都不
行。一个盗宝的南蛮子把自己伪装成个居士，天天看着瓠子

生怕被人摘走。一天天，一天天，终于快等到瓠子成熟日子。

999天那天，南蛮子真是等得迫不及待了，他想不差这一天，
瓠子眼看金黄了。这天刚擦黑南蛮子摘下了瓠子，跑着下到

宝殿开第六道大门，谁知刚把金钥匙插进去轻轻一扭，钥匙

断了，门到底也没有打开。南蛮子又悔又气又恨，一头撞死在

石门上。南蛮子毁了金钥匙，至

今的第六道大门都未曾打开过，

宝藏依然埋于深宫之中。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毁坏的金钥匙

民间故事

（上接第2 968期）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

我们村里还有几处房子，

农民不愿意拆，我们就没

有拆。习近平同志说：“一

定要留点旧房，即使留不

下房子，也要留下照片，这

是历史，农民要留下乡

愁。”我说：“旧房大概还有

五六处，能留下就留下。”

后来，他到办事大厅

视察，和我们的办事人员

一块交流。他问：“你们都

给老百姓办什么事？”办事

人员就向他介绍了给老百

姓服务的那些事儿。我们当时有两个办事员，还有一个做记录

的，老百姓发生些什么事，就会找他们，打架了、生气了，他们给

调解；此外，他们还给老百姓办事、跑腿。

我们从办事大厅出来以后，一边走一边说，顺着大街边走

边看。习近平同志进了一户人家，和老百姓闲谈，他问：“你们住

楼，好不好？”还问了他们的收入情况，孩子上学的情况，以及家

庭情况。之后，他来到一家超市，看了看超市里的商品，还和店

主寒暄了几句。

习近平同志进老百姓的家、进超市，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

他直接就进去了。无论是我们这些村干部，还是老百姓，见了

他，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反而觉得很亲切。

最后，习近平同志和我们开了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县领导、

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一共二十几个人。他讲了他在正

定工作时候的情况，村民代表也有几个发言的，介绍了农民的

收入、生活情况，还有教育、医保、民生等情况。我也作了简单介

绍。他总结说：“现在，基础设施已经搞得很好了，你们要在全国

提前进入小康，让农业实现产业化，让养老实现市场化，让旅游

实现规模化。”

我说：“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

采访组：从2 01 3年到现在，又过去4年左右的时间，村里发
展得怎么样？

尹小平：现在，养老的基础设施已经都做好了。我们都有第

二套房，有的房子住不完，我们就把房子集中起来共同经营，建

设养老小区。我们有服务大厅，还有老年活动中心，需要什么服

务，都可以“一键通”。家里一按按钮，工作人员就知道了，这种

装置和服务我们在今年五六月份就会启动。村委会还留了1 00
套房子，投入市场运作。养老基地，不是光服务我们这个村，而

是面向全社会的。

农业产业化方面，我们进展得也很顺利。我们把农民的土

地收回到集体，流转到合作社，共同经营。老百姓还可以在这些

土地上劳动，但是以打工的形式，给他们开工资。就像工厂的运

作，上班、种地、发工资。这样，合作社的租金是一份收入，再加

上打工，就有了两份收入，如果再出去上班，又有工资。同时，农

民在村的产业有股份，每年还可以分红。这样，农民就有多种收

入渠道。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健康食品品牌，并且在逐步发展壮

大。我们种的小麦磨成的面粉，还有我们生产的花生油，每个月

都给老百姓分。我们老百姓都吃我们村自己种的东西。

旅游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发展。我们村，在滹沱河两岸有大

片土地。我们的河滩地多，这都是地理优势，可以做成很好的旅

游项目。人们到这儿来玩，可以搞水上项目。我们建成了一条美

食街，把全国的美食招商到这里来。目前，已经有几家来投资，

山东的，宁夏的，还有东北的，四川的。我们现在经营的饭店，都

用我们农业合作社的产品，自产自销，拉动第三产业。既保证质

量，又能让老百姓增收。吃得健康，也放心。这样，以后吃的、住

的、玩的都有了，就成了真正的农村旅游。

习近平同志鼓励我们，要提前进入小康。我很清楚，小康，

可不仅仅是有钱就行了，小康的标准有几十个，我们要一条一

条对标，达到标准了，才是真正的小康。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

老百姓的素质要提高，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里面，教育是个

大问题。现在，农村和城市差距仍然很大。比如，垃圾的问题，刚

刚突击清理，又随手倒、随手扔，马上又会堆积如山。所以必须

有长效机制，有严格的制度才能管好。用好的制度来管理，非常

重要。这也就是以法律和制度治村的问题。

201 6年2月1 2日，习近平同志到新华社视察。一个记者把我
们村的照片给他看了，他说：“一定给塔元庄的村民捎个信，我

看到他们很高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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