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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0日，临汝县第一届农民协会全体委员跨马游行。此照

片中的人物，你是否认识？此照片背后的故事你是否了解？

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煌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下）

2、倒地运动

1941年到1942年，临汝县先后遭受

水灾和旱灾，农作物两年绝收。1942年

秋又遭蝗虫侵袭，加之国民党汤恩伯的

军队不顾农民死活，要粮要款，横征暴

敛，贫苦农民求生不得，只好将自己的

土地无偿或低价抵押给地主，有的1亩

地只要几升粮食或几十斤红薯，自己则

外出逃荒，流离失所，冻死、饿死、暴尸

荒野者不计其数。地主恶霸则乘机大肆

勒索贫苦农民，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大

发灾荒财。正当贫苦农民危难之时，

1944年5月临汝沦陷，日军到处烧杀奸

淫，无所不为，人民群众处于极度贫困

之中。

皮徐支队进驻大峪店之前，国民党

政府曾颁布倒地法令，规定：“凡是民国

三十一年（1942年）灾荒出卖的土地，卖

主可以拿钱赎回”“农民可以把灾荒出卖

的土地，以原价赎回。”因为，国民政府是

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可能实行。

倒地法令只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用来制造

舆论、欺骗人民的一纸空文。

1945年6月，为了真正解决根据地群

众的经济困难，稳定政治局势，安定群众

生活，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临汝县抗日

县政府根据河南省委、河南行署颁布的

《土地转移法》和《灾期卖地倒还条例》等

有关政策，并利用国民党政府1944年颁

布的《倒地法令》，制定颁布《临汝县抗日

县政府倒地布告》，在大峪抗日根据地开

展了大规模的倒地运动。

这次倒地运动，共给贫苦农民倒回

土地3000多亩，把一部分贫穷的农民，从

经济困难的枷锁中解救出来，极大地调

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他们

踊跃献出武器，参军参战，积极交纳军

粮，把抗日斗争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

高潮。

临汝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及

倒地运动，减轻了农民负担，密切了党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时，临汝抗日根

据地流传着“共产党领导数第一，实行减

租又减息。倒地政策真英明，人民生活有

保证。誓死跟着共产党，永远不忘毛泽

东”的歌谣。

（七）开辟汝州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河南抗日根

据地，同时也为河南军区第三、第四、第

六支队开辟新的活动地区，经中共中央

同意，1945年5月21日，王树声、戴季英率

部由大峪出发，经焦村、纸坊、龙王店附

近，在石庄、虎头一带夜渡汝河，向汝州

西南部进发，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22

日黎明，抵达蟒川镇的娘庙村，在随军工

作队员刘波涛家里建立临汝县抗日县政

府，孔祥祯任县长，刘波涛任副县长。县

政府成立后，张贴布告，宴请地方绅士，

并开展了购买粮草等活动。

1945年6月15日，河南人民抗日义勇

军在司令员张之朴的率领下，向九峰山

一带的李店、坡根、平王宋进军，采取军

事斗争与统战工作相结合的办法，打垮

了顽军一六四团，打跑了张伯祥领导的

国民党临汝县流亡政府，占领今寄料镇

大部分地区。6月16日，在李店村南庙成

立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张之朴任县长。

1945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王

树声领导的八路军主动撤回大峪店，继

续巩固和扩大以临汝、登封为中心的嵩

箕抗日根据地。

四、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的历史地位

首先，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是中国共

产党在豫西地区成立最早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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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政权机构最全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它的创立、发展、巩固及壮大，为周边县

区抗日民主政权及抗日根据地建设树立

了榜样，起到了示范和辐射作用。

其次，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所辖区域，

处于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它位

于箕山南麓，包括今大峪镇全境，陵头、

米庙、焦村等乡镇的部分山区及登封市

送表等乡镇的一部分。因临汝县抗日县、

区政府建立较早，群众基础较好，且山大

林深，便于活动，1944年11月，皮徐支队

的八路军战地医院和八路军供给处，先

后从登封迁入路泉村和鏊子坪村驻扎。

第三，1945年3月中旬至8月28日，

根据抗日斗争形势和河南军政首脑机

关安全需要，河南省委、军区机关的主

要领导人王树声、戴季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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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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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店一度成

为整个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第四，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创立初期，

四面临敌，困难重重。由于县委县政府认

真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

众路线方针政策，根植于群众之中，因而

日益发展壮大起来，使临汝抗日县政府

成了日、伪、顽闻风丧胆的红色政权。

第五，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的创立与

发展，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为

汝州及豫西地区的解放战争奠定良好基

础。

第六，临汝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八路

军与华中、华南新四军的战略联系，阻止

了日寇西进的阴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

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70多年前的战争硝烟虽已散去，但

汝州人民在外敌面前表现出的万众一

心、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依

然是我们当今正在进行的汝州现代化建

设伟大事业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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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占彪，男，汉族，1909年3月生，汝州市纸坊镇牛王寨

村人。中共党员，1932年参加革命，曾任红一方面军第一游

击大队大队长等职，是汝州最早的红军战士。

阎占彪3岁时，父亲阎东成被恶霸地主丁太志杀害，其

母连同他兄弟2人，也被丁太志卖给郏县山头赵村。在继父

家中，兄弟俩常遭虐待。10岁那年，他随其兄阎亭返回汝州

原籍，靠哥哥给地主扛活艰辛度日。

1927年，阎占彪因生活所迫离家出走，跑到灵宝县后

自谋生路。因谋生无门，乘车返回，在车上因他熟睡误车被

拉到了南京。下车后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他无目的地又扒

上货船糊里糊涂坐到九江。上岸后，见到有火车，随即又爬

上去，到了南昌。在南昌，沿街乞讨，到处流浪。

1928年3月，他流浪到了苏区，被儿童团误认为奸细，

戴上手铐脚镣，送到瑞金苏维埃政府。当他详尽叙述了自

己的身世和遭遇后，苏维埃政府非常同情他，让他到红四

方面军去当兵。因其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个子又小，被安

排到医院当看护，后调到红一方面军游击大队当战士。由

于他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被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

长、游击大队长。

1929年，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物资极端缺

乏，物价猛涨，1斤食盐要16块银圆。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

是克服困难，保存革命实力。这时，上级交给游击大队的

任务是骚扰敌人、牵制敌人，筹措物资支援部队。阎占彪

带领这支游击武装，神出鬼没地活跃在江西、福建一带，

打击反动地主武装民团保安团，对国民党部队开展游击

战。白天战士们化装进行侦察，晚上袭击资本家的商店、

地主的仓库，把缴获的枪支弹药、粮食、布匹、食盐等军用

物资交给苏维埃政府，支援红军部队。

1930年春，阎占彪带领游击大队奉命进攻福建沙县县

城，与国民党驻军路进邦（军阀）部队进行了激烈战斗。战

斗中，阎占彪身先士卒爬上城墙，用手榴弹炸掉敌人据守

的城楼，不料被敌人射中左腿，鲜血直流。他忍着剧痛，坚

持战斗，直至部队攻克沙县县城。残敌狼狈逃窜，他和战友

们缴获了敌人大批粮食和枪支弹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4年10月，阎占彪所带的红军游击大队，跟随红一

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阎占彪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翻越终年积雪，空

气稀薄，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又叫大雪山）时，他和游击

队的战士，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用

树枝探路，扶人拉马，同大风雪展开搏斗。一天，游击队有

个小战士一不小心滑进了雪窟中，阎占彪奋不顾身，把这

个小战士拉了出来，使其避免了葬身雪山的危险。

1935年9月，部队从毛儿盖一带进入了泥泞的草地。茫茫的大草地，荒

无人迹，草丛被迷蒙的雾气笼罩着，腐草下掩盖着危险的泥潭，气候变化无

常。战士们进入草地后鞋从未干过，晚上宿营也难找到一块干一点的地方。

在草地上行军很吃力，稍不小心就要陷入泥沼。阎占彪因在江西、福建打游

击时负过三次伤，此刻他两颊深陷，面容憔悴，两只脚在腐臭的泥水中泡得

红肿，但是他还经常替年龄小的战士或伤病员扛枪，自始至终走在队伍前

面。在草地上是很危险的，有时，表面看来平展的草皮，会慢慢地使极度疲

倦的战士陷进泥沼。为了同志们的安全，阎占彪几乎每夜都没有睡过囫囵

觉，常常是打个盹儿，就起来看一看，哪儿草皮下渗出了水，就把同志们拍

醒，让大家活动活动身子，再换个地方休息。他守着火，不时地添加干柴，再

把一些湿柴烤干，准备第二天用。就这样他和战士们走出了几百里荒凉的

草地，到达了巴西、包座、阿坝地区。接着，他们又跟随红一方面军越过岷

山，攻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突破了敌人

的封锁线，翻越了六盘山高峰，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了保安县吴起

镇，同陕北红军第十五军胜利会师。阎占彪所带领的740多人的红军游击大

队，只剩下了48人。

到达延安后，阎占彪被调到十八兵团汽车大队任副大队长。汽车大队

当时驻在延安七里铺，主要任务是往前线调运物资。后又调到中央特务连

任连长，经常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传递信件。

1937年7月，阎占彪到“抗大”学习，并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阎占彪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三团一营一

连任连长。

阎占彪在江西、福建打游击时曾3次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长征途中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胃病严重，抗日胜利后，由于不适宜部队工

作，一直休养。1949年4月复员到陕西省新县外加滩村，曾任村长、生产大队

长。1972年9月回到了汝州市纸坊镇牛王寨村，1989年病故。

阎占彪同志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复

员后，他身残志坚，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并不断向广大党员、干

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现了一个老红军

的优良作风。

来源：汝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从前，汝州城西南角，有个大水潭，名

叫哑巴潭。这个潭咋叫哑巴潭呢？这里边

有个传说故事。

传说汝州一带古时候经常大旱，有一

次连续三年没下一滴雨，庄稼没有收成，

饿死了许多人。这事惊动了土地爷，急忙

向玉皇大帝禀奏，请求玉皇大帝布雨救

民。玉皇大帝传旨把四海龙王叫到天宫，

说：“汝州地界为啥三年没有下雨？”东海

龙王说：“自从孙悟空拔走了定海神针，

海底就留了一个无底洞，海水顺着无底

洞都流进了地河。海里没水，咋让俺喷水

降雨？”玉皇大帝说：“孙悟空拔走定海

针，距今一万多年啦，你们为啥不想办法

填堵洞口，今日命令你们三日之内，降雨

汝州，救那一方百姓，否则按天律处死你

们。”

玉皇大帝降了圣旨，四海龙王没有办

法，只好回到龙宫商量降雨办法。可商量

很久，也没想出啥办法儿。龙宫上下，一个

个愁眉苦脸。这时，一个老鳖对龙王说：

“小人有办法，能降雨汝州。”龙王一听大

喜，说：“快说，真能交了玉帝圣旨，本王记

你一个大功。”老鳖说：“把地下河挖出来，

咱们不是可以施展法术，吸出地下河水，

喷水降雨了吗？”龙王一听，大声叫好，可

是在汝州地界挖洞，要与汝州当坊土地爷

商量，不知道当坊土地爷愿意不愿意在汝

州动土。龙王当即把汝州地界当坊土地爷

请来说明了情况。土地爷说：“只要你们是

为汝州百姓降水造福，俺一百个愿意。”

土地爷愿意了，龙王马上赶到汝州查

看地势，选中了汝州城西南一块五十亩的

地方，派了一千多名虾兵蟹将，连明彻夜

地干，一天一夜就挖出了一个大潭窝，打

通了地下河。龙王腾云驾雾，站在这深潭

的上空，扎了一个架势，张开大口，只一用

力，那地下河水卷成一个水柱子，往高空

中盘旋，不到一个时辰，汝州地界就降下

了倾盆大雨。庄稼有了水，立刻就活起来

了。那一年汝州大丰收，救活了不少老百

姓。

后来龙王上天交旨去了，把那个大坑

留在了汝州。土地爷害怕时间长了，这个

大坑被土填堵，就命自己身边的一个哑巴

童子长年看守这个深潭，因此这大深潭就

叫“哑巴潭”了。当地百姓为感谢土地爷和

龙王降雨救命之恩，每逢七月十五和正月

十三都要张灯结彩，佩红挂绿，到这深潭

边祭拜上香，这种习俗一直传到如今。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找寻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开栏的话：汝州市档案馆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

价值却缺乏相关信息的老照片，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与老照片相

关的人和故事，进一步完善馆藏资料，留住“汝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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