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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28日深夜，晋冀鲁豫野战
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二十六旅七十八团，

自汝阳境内南下，解放汝州（临汝县）西

部重镇———临汝镇，消灭国民党军队100
多人。从此，揭开了汝州解放的序幕。

1947年11月1日至1948年1月22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四纵十旅

二十八团和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六团、七十

八团，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先后三次

解放临汝县城。1948年3月，临汝全境获得
解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彻底推翻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临汝的反动统治，县、区、

乡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处在水深

火热之中的临汝县人民，翻身当了主人。

在人民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剿匪反霸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

1949年6月，按照中共许昌地委的指示，
中共临汝县委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向群众公布，由过去秘密活动变为

公开活动，使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充分

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到1949年底，全县共
有党员2115人，建立246个基层党支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中共临汝县党的组织，从此肩负起建

设新政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使命。

党的各级基层组织逐步建立健全，发动

和领导汝州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

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胜

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

在胜利完成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

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1956年5月27
日至6月4日，中国共产党临汝县第一次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临汝县城胜利召

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32人，列席代表19
人，代表全县3843名党员。

这次大会的议程共5项：① 传达学习
毛泽东主席十项指示精神（即毛泽东《论

十大关系》），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② 听取和审查中共临汝县委员会
和中共临汝县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③
制定临汝县1956年至1967年以巩固提高
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12
年全面规划，确定1956年党的工作和党
的监察工作的方针与任务。④ 选举中共
临汝县第一届委员会。⑤ 选举出席河南
省党代会代表。会议经过认真地学习、讨

论，作出四项决议：① 关于坚决拥护与贯

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十项指示的决议。②
关于中共临汝县委8年多来工作总结报
告及1956年工作意见的决议。③ 关于巩
固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的12年规划意见的决议。④ 关于中共临
汝县监察委员会工作总结和1956- 1957
年工作意见报告的决议。会议民主选举

出中共临汝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5名，
候补委员4名。在中共临汝县第一届第一
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出县委常务委

员10人，他们是：姜明顺、李会、张夺锦、
刘振邦、刘长世、胡春生、张英仁、于树

信、侯献瑁、李三昌，县委书记姜明顺，第

一副书记李会、第二副书记张夺锦、第三

副书记刘振邦。

中国共产党临汝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是临汝县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加强党的建

设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中共临汝县委

建立以来8年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党
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的领导下，认

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

地进行和完成了社会改革运动，和全国

各地一样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

命，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顺利地进入

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了

国民经济，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已经

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

化。支援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支

援了工业建设，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

人民民主专政，提高与改善了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同时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

和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爱国主义觉悟

和社会主义觉悟，为逐步过渡和早日实

现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和物质基础。会议还明确指出了在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县委在领导思想、工作

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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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到老家纸坊镇东赵落村，看

到田间地头那一条条宽敞笔直的马路，

就会悠然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

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火热场面，更会

浮现出在我们村两个大队驻村包片的公

社党委书记陈朝兴。

那时的公社干部，几乎三分之二时

间，是吃住在包片大队。一个长年住队的

党委书记，当然会在当地留下很多佳话、

很多典故。时至今日信手拈来，依然回味

无穷、感慨万千。

一是修路、打井、建渠、种树，实现路

直、田方，树成行、渠成网，造福一方百

姓。我们都知道，路是走出来的，而走路

当然是要选最近的道儿，所以自古人们

习惯了抄近路、走斜道儿。也正为此，我

们的村与村、村到田，几乎所有的路，都

是斜着的，而且长短宽窄随意而定。近倒

是近了，但对土地的成方耕种，对车辆的

顺利通行，对水渠的沿路修建等，都带来

很多不便。而这一千百年形成的老规旧

路，居然在陈朝兴书记倡导、规划和全程

参与下，不到两年，先是在我们东赵落

村，后是全公社一百多个自然村全部实

现，并且至今依然是条条大路在，遗憾的

是不见了昔日的行行绿树，更没有了沿

路的清清渠水（田地分包后树没了，渠也

毁了）。然而有路在，自然就有希望在，当

然更有怀念在。

二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率先垂范，

感动人、带动人。有段佳话流传至今。当年

严冬，我们村搞平整土地大会战，一个心

高气傲的小伙子，天不亮就到了工地，对

着空旷的野地高声大喊：“今天早上，我可

赶到陈书记前面了！”话音刚落，只见陈书

记手拿铁锨从工棚里迎出来：“是谁呀，今

天也来这么早？”窘得小伙子愣了好一会

儿，才很不好意思地说：“看来起个大早，

还是落在陈书记后面啦。”

还有我亲自经历的一件事。那是个春

寒料峭的初春时节，我们村为迎接小麦春

灌，组织全村两个大队劳力疏通渠道。那

天吃过早饭，人们便浩浩荡荡赶去疏通工

地，可看着缓缓流淌但又冰凉冰凉的渠

水，很多人都在打转。就在大家犹豫不决

的时候，五十多岁的陈朝兴书记，坦然无

畏地脱掉鞋子，拽去袜子，挽起裤腿，说了

声：“来吧，一人一锨把宽，挖完收工。”一

瞬间，岸上几百号人马，一字排开，齐刷刷

脱鞋、挽裤、下水，那场面、那情景，真的叫

壮观！叫震撼！更叫人终生难忘！

陈朝兴书记还深入农村睡百姓炕，

吃百家饭，交吃饭钱。那时的党委书记吃

住包片村队，往的是平民屋，吃的是百家

饭。书记每天到谁家吃饭，由生产队长提

前安排好。到家后，如同家人一样，有什

么吃什么，想到什么聊什么。那种平易、

那种亲切，至今让人回味、让人感慨。但

吃饭还是要掏钱的，每天早餐一角五分，

晚上一角五分，中午两角，也就是每天五

角的饭钱，是一定要在吃完后，暗暗放在

碗下边的。

屈指算来，五十多年过去了，深受全

纸坊社员爱戴、敬重的陈朝兴书记早已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五十年前，陈朝兴

书记为我们规划修建的路还在，为我们

平整开垦的农田还在，最重要的是老一

辈低调做官、勤谨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还在！相信这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也一定会激励感召新一代共产

党人，在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大众、造福

人民的征途上，更上一层楼。

大峪镇流传着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侦查员孙

永太乔装打扮，深入敌穴，和敌特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侦

查任务，并带来意外收获的传奇故事。

一次，皮定均带领队伍到大峪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打击日伪军。皮定均为了了解敌人的动向，就派出侦查

员孙永太到南边的敌占区侦察敌情。孙永太是老侦查

员，他知道大峪南边是临汝县地方武装焦道生和黄万镒

的地盘，这二人是名震临汝县的地方实力派，拥有上千

人的武装。黄万镒已经投靠日寇，经常跟着日本鬼子进

攻根据地，而焦道生有抗日倾向。他就化装成一个逃荒

要饭的哑巴乞丐，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顺便把锅

灰抹在脸上，左手臂上挎着一个破竹篮，里面放着一个

缺口的破碗和一条破布袋，右手挂着根枣木棍，一副有

气无力的样子，向那边走去。

孙永太来到黄万镒驻扎的黄庄村侦察敌情。他刚到

村里，就哇哇地向路两边的人打手势，向他们要剩馍和

蒸红薯充饥。人们看到他的样子，就纷纷把馒头和红薯

扔到他的破篮子里。趁这机会，孙永太仔细观察村中的

情况。他走出村子，把手枪藏在篮子底部，上面盖上那条

破布袋，朝焦村去侦查焦道生的情况。在路上，他被黄万

镒的部下拦住，伪军们看他脏兮兮的样子，就夺过他的

讨饭篮子，摔碎了破碗。孙永太看情况危险，就指天画地，又哭又叫，夺回

破篮子，死死抓住那条布袋。那些伪军们一看到他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样

子，就松了手。孙永太顺势就地打滚，伪军们都躲到一边，许多人看到伪

军们欺负一个要饭的穷人，都围了过来。伪军们看到人们都来看热闹，就

都走开了。人们赶紧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孙永太来到小河边，洗了把脸，把衣服反过来穿，扔了破碗烂篮，

把手枪藏在腰间，大步流星地朝武窑走去。刚到村口，站岗的伪军就

喊：“口令！”

孙永太从容答道：“黄大队的人！”

“你到这里干什么？”伪军问道。

孙永太朝他摇摇手，凑到他的耳边说：“到北边探听八路的消息。”那

个伪军听了忍不住笑着说：“嗨，你放马后炮了，我们这边派去的探子早

就朝北边去了，你现在才到。”

孙永太摇着头说：“我才不信呢！”

“你不信，我可是亲眼看到他的。”伪军说，“他穿着土花布棉裤，戴着

一顶窑工帽子。”

“好！好！”孙永太喜出望外：“你们先走一步，我回头一定向黄大队长

报告，犒赏一下弟兄们！”

孙永太辞别了哨兵，大步追赶那个潜入根据地的敌探。到了安沟村

附近，就看到前面一个人一副探头探脑的样子，穿着土花布棉裤，戴着顶

窑工帽子。孙永太知道此人就是探子，拔出手枪，快步追上去，一把抓住

他的衣领，把枪口顶在了他的后脑勺，低声喝道：“不许动！”

那个敌探吓得浑身发抖，赶忙举起手，孙永太顺势下了他的手枪，抄

小路把这个敌探押送到位于大峪店的皮徐支队司令部。

皮定均听了孙永太的汇报，就表扬了他，还把那个敌探叫过来，敌探

开始吓得脸色苍白，跪在地上连喊饶命。皮定均把他扶起来，详细询问了

一番。原来他也是农民出身。皮定均灵机一动，抽出一支烟让他抽，还和

他一起吃了顿饭，把手枪归还给他，并让人送他出了村。

孙永太看到这情景，心里很不舒服，就对皮定均提出意见，自己辛辛

苦苦抓来的探子，不但不杀，还好酒好菜招待一番，放回去了。皮定均笑

了笑说：“还是放回去的好啊！”

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放回去的探子带着6个扛着枪的伪军赶到大峪
店，参加了八路军。

孙永太这才明白了皮定均

的良苦用心。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李国强 供稿：陈凝1949年3月1日，临汝县第二次

农民代表大会灭蒋英雄留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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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临汝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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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建党一百零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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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店镇的打虎坪村又叫稻谷坪村。说起村名的由来，还有一段

蛮有情义的爱情故事哩。

相传很久以前，打虎坪山上王老三的玄孙虎子，到山下的普照

寺烧香，被山下韩员外家的小姐翠兰看上了。二人暗送秋波，情缠

意绵。自从见到虎子后翠兰茶饭不思，卧床不起。知女莫如母。夫

人把女儿的心事向员外说了，可是韩员外坚决反对。他说小姐屈嫁

高山之巅，路陡沟深人烟稀不说，门不当户不对。于是百般设卡阻

挠女儿的婚事。王家托人来提亲，韩员外说：“小姐金枝玉叶，自小

吃白花花的稻米长大。要想娶小姐，山上得种出稻谷来！”这可难坏

了王氏族人，山上虽有沃土，缺水不说，但成年论辈子只会种玉米、

小麦、大豆、谷子，压根儿不会育秧栽稻谷。虎子有心计，对父亲说：

“庄稼活没啥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我下山学育秧栽稻谷去！”

虎子辞别父母下山了。走东家串西家，没有一家愿意收留他。原

来韩员外放出去了话，谁也不许教虎子学育秧插秧的技术活儿，谁家

也不能卖给虎子大米种子和秧苗。虎子在山下转悠了七七四十九天，

到底也没有找到接受的人家，大家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再说小姐得

知虎子下山学育秧技术喜不自胜，起床吃饭，哼着曲子绣花。可是自

从得知虎子没人敢收留后，又卧床不吃不喝了。夫人急得直掉眼泪，

三番五次找员外想办法。员外诡秘一笑说，放心吧，我自有妙计！

虎子下山的第51天上，小姐的丫环偷偷送来一把秧苗，说是小
姐相送的。虎子把秧苗贴在胸口飞跑着上山了。谁知没走多远，从

树林里蹿出几个人把虎子暴打一顿，说你小子胆大包天，竟敢偷员

外家的秧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虎子钻进了韩员外设计的圈套内，遭了暴打不说，又落下了盗

贼之名，回到山上又气又恨卧床不起了。韩员外骗女儿说送给了虎

子秧苗，等稻谷飘香时就打发你出嫁。

再说虎子茶饭不思、昏睡不醒，母亲天天到菩萨庙祈祷，保佑

孩子醒来。这天母亲正叩头跪拜菩萨，小儿子豹子忽然喊叫起来：

“娘———快看，秧苗，秧苗！”母亲跑出来果然看到了庙院里掉了一

撮绿生生的秧苗。母亲忙问从哪里弄到的秧苗。豹子说刚才我听见

天上有鸟叫声，抬头看见一只金鸟把嘴里叼着一撮秧苗抛了下来

……母亲忽然想起先祖母说的神鸟引领到福地的故事，心里豁然

醒悟，再次跪下叩拜。母亲怀抱秧苗回屋时，虎子已经醒来在屋里

找吃的。他说：“娘，刚才我做了一个梦，说有一只神鸟送来了秧苗，

我吃了饭得赶紧去整地插秧……”

高山顶上稻谷香。当高山顶上种出稻米的消息传到韩员外口中

时，虎子已捧着白生生的大米来到了韩员外府上。虎子高喊：“小姐，

神灵护佑，汗水浇灌，高山顶上出白米了———”接下来的故事听众都

明白了，小姐终于嫁给山顶村

的虎子。二人一生恩爱，勤劳

节俭持家，夫唱妇随，家道中

兴。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高山顶上稻谷香

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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