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城南八十里有座山峰，名叫老婆寨山，横跨鲁山、

宝丰、汝州三县市。四周悬崖峭壁，如刀割一般。山上草木茂

盛，清泉涓涓。山下人们一直流传着山上三耧回垄宝地救李

自成义军的故事。

相传，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因一时失利曾被官军围困在

老婆寨山上。当时只有百余人。而超过他们数十倍的官兵多

次向山上发起攻击，都被英勇的义军用山石击退。官兵无可

奈何，想仗着兵多粮足，在山周围扎营准备长期作战，妄图

活活饿死义军。开始起义军用山泉泡着随身携带的干粮维

持生计，后来，粮尽弹绝，义军上下十分着急。闯王愁得坐卧

不安，不时望空长叹。忽然有一士兵报说山后有一片小麦已

经成熟，当时正是阳春三月麦子拔节时期，闯王哪里肯信。

于是便带人到山后查看，果真有一块三四丈长、三四尺宽的

麦地，呈蜡黄色。一数，不多不少正好三耧九垄。闯王心喜，

正待派人收割，忽又想起：此片麦田收打不过斗许，能够百

人食之？况我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又怎能去收割？无

奈，众兄弟又饿着肚坚持了一天。

次日，军师牛金星献上一计：小麦未到成熟季节，主

家现在不会来收，不如先将麦子收打以解暂时饥饿，待日

后我们突围下山，攻下财主粮仓加倍奉还！众兄弟一听，

拍手叫好：好计！好计！李自成觉得有理，遂吩咐大伙动手

拔麦。说也奇怪，他们前边拔，碰掉的籽粒掉在地上，马上

又发芽、长叶、抽穗、成熟。闯王高兴极了，于是，便率领众

兄弟跪在地上望天空连连叩拜：天助我也！经常一昼夜地

收种，麦垛林立如山。第二天官军一见，惊恐万分。这三耧

回垄宝地让义军的粮草很快得到了补充，由于将士们作

战英勇，打得官军落花流水，疲惫不堪。义军乘机突出重

围，转战于鲁山、宝丰一带，

力量渐渐又壮大起来。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情风文人

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煌

打开尘封的档案，让我们重

温7 8年前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临
汝县抗日县政府那段苦难和光辉

的历史。

一、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皮
徐支队挺进豫西

1 94 4年4月1 8日，日军为挽救
其最后失败的命运，集中4个师团
9万余人的兵力，从豫北、豫南、晋
南三个方向，向豫西、豫中大举进

攻。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形势估计

不足和军事部署上的失误，4 0万
大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在短短

37天中，使豫西包括汝州在内的
38座县城，共4万多平方公里的国
土沦为敌占区。

为了解放河南苦难同胞，扩大

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最后打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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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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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太行区党委、军区调集

部队和地方干部1 7 00余人，组建
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

委的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

（亦称先遣支队、皮徐支队等）。同

时，成立中共豫西地委，徐子荣任

地委书记。

1 94 4年9月5日，皮徐支队在
林县郭家园村举行成立及进军河

南誓师大会。9月6日出发南下，于
1 94 4年9月2 1日从济源渡过黄河，
途经新安、宜阳、伊川向登封、临

汝一带进军，1 94 4年9月30日解放
了临汝大峪店地区。

二、中共临汝县委、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的建立
大峪地处汝州、登封、禹州、

郏县交界处，境内山高林密、沟壑

纵横，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皮

定均司令员、徐子荣政委决定以

此为中心，开展统战工作，广泛发

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了站稳脚跟，尽快开辟抗

日根据地，1 94 4年1 0月3日，皮徐
支队和豫西地委在登封县白栗坪

召开会议，决定兵分四路，开展武

装大宣传，建立抗日根据地。由皮

徐支队副司令员方升普带领的第

二路部队三个连，在棉花窑开明

绅士郎占选的大力支持下，开进

棉花窑驻扎，并在王台村、郭沟村

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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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八路军指战员严格遵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

感化和教育了群众，赢得了他们的

信任，为皮徐支队在大峪地区迅速

打开斗争局面创造了条件。

（一）中共临汝县委的恢复

1 94 4年1 1月初，皮定均、孔祥
祯、王诚汉、欧阳景荣、党峰、刘波

涛等人，在棉花窑村郎占选家里

开会，研究决定恢复建立中共临

汝县委员会，党峰任县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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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任务

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和豫西地委及箕山工委

的指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扩大抗日武装，筹粮筹款，

与日、伪、顽进行武装斗争。

临汝县委建立后，先后发展

党员83人，建立了大峪区委及马
鞍驼、袁窑、十岭、青山后、辉泉、

棉花窑、班庄、大峪店、许台9个党
支部。

1 94 5年春，临汝县委划归豫
西六地委领导。6月，党峰调荥汜
县工作，封中斌任临汝县委书记，

林野平任县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 94 5年8月
1 7日，河南省委决定将颍河以南临
汝和登封的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

登临县委，孟庆彦任县委书记。

（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的建

立及沿革

1 94 4年1 1月1 4日，皮定均、孔
祥祯、欧阳景荣、王诚汉等首长，在

大峪店召开地方绅士座谈会和社

会各界群众大会，宣布临汝县抗日

县政府正式成立，党峰任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县长。大会号召全县人民

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抗日县政府成立之后，对持

枪投敌的李聚五按汉奸处理，县

政府查封了他的全部财产。县区

政府就驻扎在大峪店李家大院

（今大峪镇政府所在地）内。后来，

为了安全起见，抗日县政府先后

搬到黄窑、梨园办公。后来，驻扎

在马鞍驼村于培周先生的窑洞

里。

1 94 5年6月，县长党峰调荥汜
地区工作，上级任命林野平为临

汝县抗日县政府县长。

1 94 5年8月1 7日，河南省委决
定，将颍河以南临汝和登封的解

放区合并，成立登临县政府，封中

斌任县长。

1 94 5年1 0月4日，根据中共中
央指示，王树声、戴季英率部主动

撤出豫西抗日根据地，南下桐柏

山。登临县政府建置撤销。

三、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开展

的主要工作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建立之

后，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颁布《河南省临汝县抗

日县政府施政纲领》等政策法规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巩固和

发展抗日根据地，狠狠打击日本

侵略者及伪、顽反动势力，1 94 4年
1 1月，党峰县长颁布了《河南省临
汝县抗日县政府施政纲领》《临汝

县抗日县政府训令》《征收财粮办

法》等，号召社会各阶层不向日本

侵略军和伪军兑粮、兑款、出人、

出物，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未完待续）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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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展览馆里按类别放的是自己部

队生活、三线生产和今天幸福生活中的一

些老物件、奖章、荣誉证书和照片，这些都

是我的宝贝。”近日，平武海老人自豪地对

来访者说。

今年7 9岁的平武海是汝州市夏店镇
夏南村人，中等身材，性格开朗，精神矍

铄，和蔼可亲，上下楼梯一阵风，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当过兵，干过工

人，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退休在家。

1 94 4年5月平武海出生在一个贫困农
民家庭，年幼时生活困难，兄弟姊妹5人，一
双鞋直穿到鞋底前后有洞才舍得扔。靠父

亲每年为学校拉煤抵顶学费，兄弟俩才小

学毕业。1 961年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平武海
初中二年级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二年。期

间，为了给家中分忧，他打过铁，卖过菜，尝

尽了人世间艰辛。

1 963年1 2月，平武海光荣入伍，成为
兰州军区独立55师某部机枪连的一名战
士，肩负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重任。在部

队，他苦练杀敌本领，多次受到嘉奖。1 964
年1 0月，他和部队一起参加了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试验，在沙漠中住地窝子、战

风沙，收集有关数据，圆满完成了任务。

1 967年1 0月，作为支援部队，他和部队参
加了中印边境冲突，以机枪、步枪、手枪特

等射手身份任团部直属警卫班班长，带领

警卫班27名战士保卫团部越过唐古拉山
口，进入战斗位置，对垒印军。在部队6年
期间，他的足迹踏遍陕西、山西、宁夏、内

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他先后

4次被评为五好战士、7次受到连营奖励，
还代表团部参加兰州军区学习标兵表彰

大会，1 966年5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968年5月，平武海在家结婚返回部队火
车上，捡到一块价值不菲手表，交给列车

长，失主是延安县一老领导，事迹在列车

上传颂，人称“活雷锋”。

1 969年1 2月，平武海从部队复员分配
到汝阳三线9689汽车修理厂。为了掌握汽
车修理技术，他主动请求到郑州学习，不耻

下问、刻苦钻研，经两年的学习实践，平武

海基本上掌握了汽车维修技术，成为汝阳

三线厂汽车维修的骨干力量。在工作中，他

严格要求自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敢挑重

担，奋战在汝阳、宜阳、洛阳、濮阳军营和工

厂里。2 0多年摸爬滚打，他练就了一身听车
响知车病的过硬本领，从一个汽车修理门

外汉成为七级机械修理工。他坚持俭省修

车原则，总是让人少花钱而享受高质量的

服务，随叫随到，没有一点架子。一次汝阳

县杜康酒厂往郑州送货的车在汝州北发生

了故障，让人检查说必须拆机器维修几天。

可这是一批急需运达的订货，若耽误时间，

不仅要扣违约金，而且直接影响汝阳杜康

酒厂的声誉。无奈中酒厂领导向军工厂求

援。平武海到达后，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

用手晃了晃飞轮，打开车盖，伸手往活塞缸

摸了一把，抓出了一块废铁片，说好了，可

以启动了，司机怀疑地试了一下，车真的启

动了。

因年龄原因，1 998年平武海调回到
汝州市汽车大修厂工作，2 003年退休返
回夏南村。在家乡，他积极发挥党员作

用，学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帮助解决群

众矛盾纠纷，为夏南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出谋划策；他积极投身家乡公益事业，乐

善好施，带头为汶川地震捐款，帮助生活

困难群众，先后资助3名困难大学生完成
学业。他成了邻里的主心骨，在群众中威

信较高。

平武海有三子一女，均成家立业。他

常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为人

诚实，与人为善；遵纪守法，令行禁止；感

恩社会，报效国家。

7 0年弹指一挥间，平武海百感交集，
思绪万千。是党的好领导，使自己有了工

作，有了一个甜蜜的家，生活蒸蒸日上；是

党的好政策，使子女们勤劳致富、崇德向

善、事业有成，过上了幸福生活。如何让子

孙们不忘本、不忘党恩，保持艰苦奋斗、勤

俭持家、乐观向上的良好作风，今年春节

前夕，他心中萌发了办一个家庭展览馆的

念头，想给子孙们留下一些特别的东西。

说干就干。平武海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搜集自己在部队获得的多枚奖章、多本荣

誉证书和多张戎装照片，以及自己在三线

军工厂学习汽车修理的书籍、工具、照片，

201 6年河南省委“光荣在党50年”奖章、
202 1 年中共中央“光荣在党50年”奖章证
书等，在自己家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把

这些老物件和证照分门别类，摆在用板凳

和木板拼成的简陋展台上，他特意用红布

精心包装了展台。结合自己老军人、老工

人、老党员的身份，他为自己的家庭展览

室起了一个雅号“三老展览厅”。今年春节

期间，这个展览厅接待了第一批客人：平

武海在外工作的子女。看完展览后，子女

们深思中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表示决

不忘本。

“吃水不忘掘井人。是党给了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要听党话，跟党

走，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服务人民，报效

祖国，在党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即使上

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平武海说，他

要让他的后人传承这样的良好家风。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申

夏店镇：三老展览厅，传承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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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象乾 (1 906—1 986)，又名王健庵，男，汉
族，河北省安新县人。1 92 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938年1 0月，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长期从
事党的白区工作。1 939年2月，任中共临汝地委
统战委员兼武装委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市重

要的统战工作领导干部，也是汝州市统一战线

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1 92 6年，王象乾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辛璞，
受到进步思想熏陶，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 92 7年因所在党组织被敌人破坏，辛
璞牺牲，王象乾被抄家、通缉，逃往南方，与组织

失掉联系。

1 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象乾经焦锐锋介
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受西安八路军办

事处派遣，王象乾到豫西临汝、鲁山一带做地下

工作，主要任务是串联组织抗日武装。

1 937年1 1 月，他从西安到达临汝，找到了同
乡朋友、国民党临汝县团管区少校部员杨福

堂，供职于临汝团管区壮丁大队，打入敌人内

部，秘密宣传统战政策。杨福堂主张抗日且有

实力。王象乾通过杨福堂结识了临汝团管区上

尉副官韩润甫。在他们的保护下，王象乾参加

了临汝“在乡军官训练团”。后又到鲁山找到王

复初，此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是鲁山县的爱

国进步人士。王象乾在王复初的协助下，积极

发展进步势力。经过往返临汝、鲁山几个月的

工作，王象乾在临汝、鲁山两地组织掌握抗日

武装2000余人。后来，他多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汇报，打算组织抗日义勇军，拉过黄河抗日，

均未得到组织批准。1 937年1 2月底，他最后一次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面见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陈述他的意见。

林伯渠同志指示王象乾将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暂时潜伏下去，当

战争波及到临汝、鲁山的时候，再就地拉起抗战。根据王象乾的情

况，林老决定派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由雷鸣接替他回临汝和鲁山工

作。之后他和雷鸣一道由西安到临汝、鲁山，找到杨福堂、王复初交

接了关系。1 938年3月，王象乾到延安抗大学习，编入第一大队，在
学习中又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 938年1 0月，王象乾从抗大毕业后，被分到河南，他肩负着党的
重托，到八路军确山（竹沟）办事处，先见到交际科长雷鸣，经中共河

南省委领导成员陈少敏同意，分配到鲁山、临汝、宝丰、郏县一带开展

建党工作。他先到临汝，经杨福堂安排到临汝县“壮丁”大队，以军需

的身份开展工作。

1 939年1月，王象乾到鲁山，找到王复初，王复初以民运指导员的
身份，聘请王象乾在他办的抗日救护训练班里当教员。王象乾在该训

练班进行秘密活动。后又建立“八德民校”，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十几

个中共党员。1 939年2月，中共豫西省委派何启光、贺崇升到豫西建立
中共临汝地委。何启光到临汝后，召集地下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临

汝地委，何启光任书记兼组织委员，贺崇升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何

云任妇女委员，王象乾任统战委员兼武装委员。同时建立了中共临汝

县委，何启光任书记。3月，何启光到鲁山县，代表中共豫西省委和临
汝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共鲁山县工作委员会，王象乾任县工委书记。

王象乾在鲁山县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地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

常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在险恶的环境中，他毫不畏惧，继续工作。1 939
年5月，形势继续恶化，王象乾被鲁山县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到
临汝继续在杨福堂的掩护下进行革命活动。王象乾长期做杨福堂的

工作，在培养成熟的情况下，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级党组织吸

收杨福堂为中共特别党员（与县委单线联系，不参加具体组织，不过

组织生活）。杨福堂入党后，给临汝地委汇报了国民党的内部情况，为

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1 939年7月，王象乾调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总务科长。1 94 0年1月
后，到豫皖苏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交际科长。皖南事变后，王象乾

任新四军第四师交际科长。1 94 1年以后，王象乾又先后任中共淮北泗
南县委书记、淮北行署经济建设局局长、苏皖一分区工商局局长兼银

行行长、豫皖苏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解放后，王象乾任河南省新豫煤矿总经理、中南区百货公司经

理、进出口公司经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商业厅副厅长等职。1 986年6月
8日，王象乾在河北沧州市逝世，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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