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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锻炼结束时，习书记

给我们送行。欢送会上，他给

我们分享了他来福建这么多

年的心路历程。他说，自己刚

到福建厦门的时候任副市长，

在这个沿海开放城市，工业、

商业、金融等非常发达，和过

去以农业为主的正定县有非

常大的差别。所以，自己要一

边干一边学，才能跟上形势。

后来，到了宁德当地委书记，

宁德是山区，当时相对比较贫

困落后，情况也更复杂一些，

和厦门这种发达的大城市有

很大不同，在宁德这样的经济

不发达地区，就要大力抓基础

建设。

习书记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就要唱什么歌，一定要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去做工作。你们现在在福建学到的经验，对你们应该是一种

启发、一种借鉴，开拓你们的思路，但回到正定以后，处理具体工作

决不能拿福建的做法生搬硬套，而是要把握正定的实际，把思路理

清、关系理顺，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我认真回顾了福州3个月挂职锻炼的经历，花了一些时间深入
总结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习书记在欢送会上嘱咐我们的话，我也一

直牢牢记着。回到凌透村以后，特别是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以后，根

据习书记说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做工作”，首先沿着滹沱河岸边

治理几千亩沙地，当时我们领着群众在沙地上开垦了几百亩果园，

还把过去疏于管理、感染病害的果树全部更新。这样，不仅有效地镇

住了风沙，也优化了滹沱河的生态环境，同时农民也有了丰厚的经

济收入。

我从福建3个月的挂职锻炼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次福建之行
的经历，和习书记嘱咐我们“到什么地方就要唱什么歌”的话，我都

牢记在心。

采访组：李正同志，您好！您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在西兆

通公社任党委委员的时候吧？您当时接待了他，请讲讲那天的情况。

李正：1 982年7月，玉米长到一米多高的时候，一个周末的下午，
下着小雨。我在公社办公室，看到外边大厅里站着一位个子高高的

小伙子，好像在找人，我就出去了。

我还没开口问，他就先跟我说话了：“李正，今天是你值班？”

我说：“是。”

这个小伙子说：“我今天不走了，在这住一天，搞调研。”

我定睛一看，认出来了，原来是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县里

开会的时候，我和他见过面，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名字。

我说：“那这么着吧，你先上我办公室等一下，我给你安排一下

地方。”

习书记说：“好办。你给我准备一间屋，有脸盆、毛巾、香皂就行

了。然后，你把你们公社这几个大队的年报找出来，我今天晚上看一

下。”

我答应着，就连忙去办了。很快，我把二楼西北角的一个房间准

备出来了，让习书记先进屋洗把脸，休息一下。然后，我又找到了习

书记要的资料，给他送过去。

接下来，我就给习书记安排晚饭。因为这天是周末，我们单位食

堂做饭的厨师吕师傅已经收拾好准备下班了。

我说：“吕师傅，县委的习书记来了，今天不走了，在咱们这搞调

研。你给他弄点吃的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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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九，男，1 908年4月出生，汝州市
大峪镇刘窑村许台自然村人。他出身贫

寒，幼年丧父，没进过一天学堂，以放牧

牛羊、种田耕地为生。农闲时，他赶着毛

驴到大峪煤矿驮煤卖煤，赚几个血汗钱

以补贴家用。

1 925年，汝州地区匪盗作乱，经常
扰民。许台村群众凑钱购枪5支，推举吕
九、秦光善等5人掌管，以保护村庄家
园。吕九练就一身好枪法，远近闻名，盗

匪们闻名丧胆，不敢来犯。大峪镇毛顶

村有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霸武金，父子

三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群众深受其

害。村中一位长者暗中请求吕九帮忙除

害，他当即答应了长者的请求。1 92 9年
冬，一天夜里，吕九独奔毛顶村，在当地

群众的协助下，处死了恶霸武金，为民

除一大害。武金的两个儿子脱逃，再无

返乡。

吕九枪法娴熟，打兔子、打飞鸟从

不落空。许台村南方1 0多公里处有个黄
庄村，土匪黄万镒在当地独霸一方。

1 94 4年春的一天，黄万镒为了炫耀武
力，在程庄设立靶场打靶，假意邀请附

近各村的地方武装前去参加。靶子是当

时用土板打土墙时留下的直径五六厘

米的空心圆眼。黄万镒的得意射手上前

先打，果然射中目标，但子弹擦着洞壁

而过，冒起了尘烟。在场的人对之喝彩

不绝。这时，吕九不慌不忙地说：“还会

起烟，不算打家。”说着举手连发3枪，子
弹均从圆眼中穿心而过。场上喝彩声经

久不息，齐声夸其神射手。这次打靶，吕

九一举扬名，从此成了誉满乡里的神枪

手。

1 94 4年7月，日本侵略者进入大峪
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吕九家多年

积蓄的一窑木材，也被日寇烧个精光。

国仇家恨铭刻在心，吕九暗下决心，誓

死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94 4年9月30日，八路军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由司令员皮定均、政委徐子荣

率领，进入大峪地区，于1 1 月中旬在大
峪建立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区

政府。政权建立后，紧接着就筹备建立

了县区地方武装，许台一带的地方武装

在秦光善的带领下，参加了区干队。区

干队辖4个中队，吕九就在秦光善中队
任分队长，其任务是守卫石界岭（石界

岭是自南边进入大峪的必由之路），保

卫大峪抗日根据地。

大峪抗日根据地一建立，就成了敌

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根据地面临的形

势十分严峻。正规部队经常要在外线作

战，根据地主要靠县独立团、区干队及

民兵来保卫。大峪根据地面对的敌人主

要是日本侵略军和登封、临汝、禹县、郏

县等四县的伪军，吕九所在的秦光善中

队主要对付以黄万镒为首的日伪军。

从1 94 4年1 2月1 0日开始，日军即对
大峪根据地进行扫荡。1 94 5年春，是敌
人对大峪根据地扫荡和骚扰次数最多

的时期。那时，吕九经常在第一线与敌

人战斗。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吕九很重视

利用战斗间隙率队练习枪法。他们在八

路军指导下，掌握了射击技术，还参加

过八路军在大峪店组织的打靶练习。经

过训练，分队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全队

出现了与吕九技术不相上下的射击手

1 6名，秦光善中队成为区干队四个中队
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中队。吕九爱枪如

命。他总是把自己的手中枪擦得锃亮锃

亮，还教育分队队员们爱护枪支。他那

时革命警惕性很高，总是常备不懈，走

到哪里，武器装备就带到哪里。吃饭时

枪在身旁，睡觉时枪在枕边，下田犁地

时一个肩上扛着犁，一个肩上背着枪。

锄地时只要听到有敌情，锄头往地里一

扔，背起枪就走。有一次，他正犁地，听

说黄万镒来犯，便丢下地里活，背上枪

前去迎敌。

1 94 4年农历腊月，黄万镒公开投靠
日寇，当上了临汝县伪自卫队大队长，

成了铁杆汉奸。他为了表示效忠日军，

便派300名伪军，趁一个下雪天，向大峪
抗日根据地进犯。吕九闻讯，紧急带领7
名队员上山阻击。只见敌人黑压压的一

片正向山上摸来，吕九临危不惧，他大

喊：“我吕九奉命带队在此把口子，谁敢

再前进一步，我就要他的命！”敌人一听

是吕九，便纷纷趴下。为首的敌人头领

还硬着头皮前进，吕九命人开枪射击，

打死了这个狂妄透顶的坏蛋。余匪见

状，纷纷四散逃命。这次战斗共毙敌3
名，缴枪1支，区干队无一伤亡。之后，吕
九所在的中队接连击败了黄万镒向大

峪根据地的一次次进攻，使敌人一直未

攻入大峪街，有力地保卫了大峪根据

地。

吕九所在的中队，除保卫大峪根据

地南大门外，还参加了由八路军主力、

县独立团及区干队组织的整体作战，如

上、下官寺战斗、枣树庙战斗、袁窑战斗

等。

1 94 5年1 0月4日，皮徐支队奉命离
开大峪地区，向桐柏山区进发。区干队

队员一部分随皮徐支队南下，一部分人

留下同吕九一同担任掩护大部队撤退

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因失掉联系，吕九

和其他区干队队员分散隐蔽起来。

皮徐支队走后，国民党反动派猖狂

反扑，已摇身一变当上临汝县保安团团

长的黄万镒卷土重来，对在抗日战争中

立下功勋的大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进

行疯狂报复，到处捕杀原县独立团、区

干队成员、民兵和抗日群众。

三个多月后，吕九等人认为“风

头”已过，悄悄从隐蔽地回到了自己的

家。哪知黄万镒的探子冯书林很快给

黄报了信。1 94 5年农历腊月十五拂晓，
黄万镒派人把吕九、焦富祥等人抓捕，

押到黄庄。穷凶极恶的匪徒，对吕九进

行严刑拷打。吕九只是怒目而视，一言

不发。残暴的匪徒们竟用生石灰粉往

吕九眼里揉搓，烧坏了他的双眼，用燃

着的烟头烧他的耳朵。第二天，黄万镒

将吕九等人押送到国民党临汝县政

府，投入监狱。在狱中，敌人怕吕九跑

掉，单独给他戴上双脚镣，并严刑拷

打，逼他供出其他同志。无论敌人怎么

折磨，吕九仍然坚强刚毅，宁死不屈，

始终不说一句话。

1 94 6年9月2 1 日，无计可施的敌人，
将吕九拉至临汝县城西关洗耳河河滩，

要将其杀害。临刑前，敌人喝令他跪下，

而这位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汉子却怒

斥敌人道：“我吕九抗日无罪，问心无

愧，要杀就杀，坚决不跪！”吕九英勇就

义，时年39岁。
1 94 8年1 月22日，临汝县城第三次

解放，当月30日，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
府枪毙了黄万镒，为临汝县人民除了一

大害，也为吕九同志讨还了血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

吕九为革命烈士。1 954年8月9日，临汝
县人民政府又在吕九的墓前立碑纪念，

上写“革命烈士吕九之墓”。

吕九烈士：神枪破敌胆 碧血著丹青
● 李翔宇

从前，有个姓马排行老三的人在城里开药铺，和一个姓胡排行老二打柴

的人关系很好，胡二常把柴禾送给马三，马三也总是留他吃饭。

马三和妻子外出做客，请胡二照顾孩子。回家后妻子发现儿子的银项圈

丢了，咋也找不到，就认为是胡二偷了。胡二知道了此事，苦于无法解释清

楚，只得起身离开了马家。

自此，胡二和马三的关系慢慢冷淡了，最后，双方失去了来往。

后来，马三给自家的黄狗挠痒，在狗脖子里意外地发现了银项圈，仔细

一看，正是丢失的那个。经过耐心询问，才知是儿子把它套在狗脖子里了。马

三心里顿觉愧疚，急忙和妻子一同上街去找胡二。

他们在集市上看见了胡二，老远就打招呼。可胡二却一转身，钻进人群

中走开了。夫妻俩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两人商定，在胡二

回家必过的城门口等他。

中午时分，胡二过来了。马三夫妇急忙跑过来，一人抱住胡二的一只胳

膊，死拉硬拽地把他拖到家，好饭好菜地招待了胡二，还一个劲地请胡二宽

容他们的轻信和猜疑。话说透了，双方的隔阂也消除了。最后，马三热情地让

胡二搬进城里，跟自己合伙作生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现在，人们说起两个人情深份厚的关系

时，常常会说：“胡二马三一辈子。”谁知中间还

有这段小故事哩。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胡二和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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