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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向旅长叫向守志，1947年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26旅
旅长，在陈赓、谢富治兵团首长的指挥下，经河南省济源南渡黄
河，杀入豫西，为临汝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0月初，向守志率领26旅78团等战士在临汝西部的
温泉街一带，与国民党青年军展开了一场血战。10月2日，26旅某
部1营3连战士与敌人激战于一个叫唐沟村的西北高地附近。当
时，敌人守在高地上，我军向敌人发起进攻。因为是白天作战，敌
守我攻，地形便于敌人发挥火力。3连战士连续发起6次进攻，都没
有攻上高地。正在这时，兵团首先给向旅长下达一个急令，命令
向旅长撤出战斗，向西边的嵩县境内火速前进。

向旅长只好命令所部西撤。

敌人见我军突然撤退，立刻组织追击，大批的敌兵像一群疯
狗似的追在部队后边。向旅长命令78团4连在崆峒山阻敌追击，
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

4连刚布置好阻击阵势，就看到一队国民党军追了过来，枪
声像炒豆似的响起来。连长命令战士们隐蔽待命。那伙敌兵见阵

前没有动静，气焰顿时嚣张起来。一个敌军官挥舞着手枪，凶声
凶气地喊：“快冲、快冲！不能让共军跑掉！”敌人果然毫无顾忌地

朝前猛奔。等敌人距我阻击阵地只剩20多米时，连长突然一声令
下：“开枪！”

战士们猛烈射击，步枪、机枪子弹一齐射入敌群。十几个敌

兵中弹倒下，其余敌兵被这突然的打击弄晕了，撒腿往后就跑。
敌人遭到阻击，并没有罢休，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被我四连战士拦在阵地

前。敌人恼羞成怒，突然向阻击阵地上连发几发炮弹，七名战士被炮弹击中，壮烈

牺牲。三名战士被击伤，鲜血如注。连长急忙让卫生战士给伤员包扎，然后送他们
回到后方。

这时，敌人又整队进攻。
连长重新布置火力，命令战士沉着应战，不要浪费子弹，坚决把敌人挡在这崆

峒山下，给撤退的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战士们齐声说：“连长放心，就是我们拼光打净，也不会让敌人得逞！”
正在这时，连长突然发现旅长向守志带着五个战士出现在阵地上。他焦急地

问：“旅长，这儿危险，你怎么跑上来了？”

向旅长说：“我不放心这儿。”
连长说：“请首长放心，我在阵地在，保证完成您下达的任务！”
向旅长说：“再坚持一个钟头，你们就可以撤下去了。”
二人正说着，敌兵已快冲到阵地前了。
向旅长对连长说：“战斗还由你指挥，不要顾虑我！”

连长说：“旅长，你快下阵地吧，这儿没事。”
向旅长厉声说：“不要废话，我既然到了阵地，岂能一枪不发就下去。快上岗。”
连长无奈，转身对战士们说：“坚决不能让敌人靠近阵地，听我命令，到时一齐

开枪，危急关头，我们就和敌人拼刺刀！”
这次敌人的进攻再次被打了下去。

连长正要再催向旅长下去，突然听见“嗖”一声响，一发炮弹落在阵地上。连长
机敏地扑到向旅长身上，把旅长压在身下。炮弹没有炸到二人，却把另外两名战士

炸伤了。向旅长起身命令几个战士用担架将受伤的两名战士抬下阵地。
此刻连长坚决要求向旅长撤走，向旅长说：“不行，我要与你们一起撤退。”二

人争执之间，阵地上又飞来一颗炸弹，连长再次扑倒保护向旅长时，自己被炮弹炸
伤了右腿，顿时血流如注，连长疼得晕了过去。向旅长急忙又派两名战士把连长抬
了下去。

紧接着，敌人又攻了上来。向旅长亲自指挥战士反击。阻击阵地上因连续战
斗，伤亡了好几个战士，向旅长和战士们英勇抗击，最终再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攻。

阻击任务完成，向旅长才命令战士们撤出战斗，他带着战士们和其他战友会
合，急忙去看望连长的伤势。此刻，连长已被包扎好，静静地躺在一副担架上。向旅
长查看他的伤势，发现他的右腿已被炸断，只剩外边的肌肉把腿连在一起。向旅长
眼含热泪，对他说：“没有你这条右腿，我今天就把命丢在这儿啦！”

连长本来半昏半迷，听见旅长的话，顿时精神起来，他微笑着说：“旅长，能用

我这条腿换您一条命，值得！”向旅长一听，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查点伤亡情况，4连一百多战士，仅有二三十名战士没有受伤。加上别的连队，
轻重伤员竟有一百多位。向旅长命令旅部几位领导，把各自骑的马牵过来，让几个
轻伤员骑，旅直属队的人一律抬起重伤员，快步西撤，他自己亲自抬着连长的担架
和战士们往前走。连长坚决不让他抬，向旅长说：“咱们一起从山西渡河南下，我不
能让你留在这儿。你还记得当年在山西，我和战士们最喜欢听你唱的晋剧小调，等
你伤好了，我还想听呢！”

连长听了，再也忍不住了，他哽咽地道：“旅长，我现在就唱给你听。”说着，他
小声哼唱起来：“家住在高平县路过晋城，打清化歼日寇自告奋勇。我中华一派锦

绣山河，岂容那日本鬼子霸道逞凶。只恨那老蒋卖国独裁专制，为祖国打江山不怕
牺牲！”

夕阳西下，晚霞照着坡岭上行进的
一支队伍，向旅长在连长的哼唱声中，抬
着担架，坚定地一步步朝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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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临汝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下）
这次大会标志着临汝县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前进了一大步，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次大会上，选举

产生了新的中共临汝县委领导班子，为临汝县的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更重

要的是，在这次大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主

席的十项指示，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致认为，毛

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

光辉。它科学地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正确的方针，是指导我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毛主席在报告中提

出并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

的各种矛盾关系的问题。通过学习，全体代表进一步明

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建

设，坚定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代

表们还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

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

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

关系等10个方面的详细论述，具体对照全县、本单位和
个人，在县委建立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来

的实际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县委在指

导思想、工作作风和集体领导等多方面的问题，开展了

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这次大会为临汝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描绘了新的

蓝图，为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阶

段奠定了基础。大会作出了《关于提高农业生产合作

社，发展农业生产的12年规划意见的决议》，具体提出
了1956年的工作意见。全体代表经过认真讨论，一致

认为此决议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符合临汝的实际情

况，号召全县人民要认真贯彻落实，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教

育、卫生等人民福利事业，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临汝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临

汝县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激励着全

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为夺取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汝州市第一次党代会距今

已过去整整66年了，汝州市党的代表大会也已先后
召开了13次。60多年来，汝州市党的各级基层组织，
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从1949年年底的246个基层党支部、2115名党员，发
展到2021年底，全市共有1683个基层党组织（其中：
10个党工委、84个党委、125个党总支、1464个党支
部）、42144党员。

今天的汝州，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全市人民在汝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与时俱进，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汝州实际的改革

发展之路，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个经济繁

荣、社会稳定、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可持续发展的新兴

工业城市，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人民群众

的自豪感、归属感不断增强，城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日

益提升，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抚今追昔，不忘初心，更坚定了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踔力奋发、笃

行不怠，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

念和决心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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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照，1930年4月出生于纸坊镇南
张村。1949年10月自愿入伍，1950年12月
随部队入朝作战，荣立三等功一次。1953
年回国，1955年从东北某部队转业，安排
至汝州市纸坊镇从事教育工作，1989年1
月退休至今。

常忆军中事 英名人颂扬

杨玉照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不满15岁的他上了四个月私塾，后来因为
兵荒马乱被迫辍学。16岁的他为了生活，通
过熟人介绍去开封砖桥街，帮同乡国民党

副团长韩天庆家属做饭带孩子。次年，17岁
的他在开封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

士，被编入30军106师某部。两月后部队来
到河南信阳，暂作休整到达四川，部队进行

整编，杨玉照因思想品德好、身体棒，被编

入机枪连，担任机枪手。

“当时一挺机枪需要五个人操作，作

为机枪手，负责瞄准、射击，其余四个人

都是扛个子弹、续个子弹、打个帮手什么

的。机枪手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胜

任，那是经过民主评议、连队支部研究通

过才行呢！”当提到从事机枪手的一段回

忆时，杨玉照满脸的自豪。

说起朝鲜上甘岭战役中，一次为前

沿阵地战士送饭时所遭遇的情景时，杨

玉照神情凝重说：“幸亏咱命大，真是有

惊无险呀！那是我在为前沿阵地的战士

送饭途中，遭遇敌机的轰炸，把身边的土

石炸起两米多高。刚好我在一个掩体旁，

被炮弹震倒在地，深埋土里足有一米多

深，幸好穿得厚没啥大碍。等敌机飞走之

后，我手推脚蹬站了起来，迅速收拾行

装。饭桶被炸了个底朝天，扁担也炸断成

两截，白花花的米饭洒了一地。我赶紧把

大米用手捧到桶里，用那半截扁担把饭

按时送到了阵地。战友吃到沙子，质问

我，我不得不说出了原由，战友都夸我命

真大，乐得我一宿都没睡好。因我战时舍

身送饭的事迹感人，被上级授予三等功

一次。”

杨玉照凭着入伍前的文化底子，加

之自己在部队刻苦努力，文化程度有了

新的提升。在组织文化学习中，他不仅帮

助文化低同志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能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的案例，用喜剧创

作的手法深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

心，用简洁的话语讴歌我志愿军奋勇杀

敌的丰功伟绩。他利用作战间隙编排的

山东快板，制作的战事板报，组织的文体

活动，深受战友的欢迎。他曾编创《美国

兵在朝鲜洋相出了一串串》的山东快书，

讲述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兵贪生怕死，以

各种理由为借口想做逃兵。因其滑稽幽

默的语言，接地气的事例，经常到各连队

巡回演出，深受部队干部、战士们的一致

好评。此节目为鼓舞部队斗志、活跃基层

部队文化生活起到很大作用。

不忘初心志 永做教书人

杨玉照部队转业后，安排至纸坊小

学，担任该校的音、体、美老师。因为他在这

方面有专长，加之他悟性好、肯钻研，在他

任教期间，该校的音、体、美成绩在全乡教

学考核评比中屡次名列前茅。他因为事业

心强，成绩突出，曾先后调任杜村、西赵落

（新村）南张村小学任校长。

“当年杨老师曾担任我两年班主任，

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他讲课非常风趣，

他关心爱护同学们，当同学们之间遇到

问题时，他都能把复杂的道理讲得浅显

易懂，让同学们心服口服。在上音乐课

时，为活跃课堂气氛，他会给我们唱几首

部队歌曲，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英雄赞歌》《我的祖国》……同学们都夸

杨老师唱得好，特别是自编山东快书《武

松打虎》《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上

甘岭战役》，讲得绘声绘色，听得同学们

入了迷。用传播正能量的方法方式，给我

们的心灵烙下了红色的印记。”杨玉照50
年前教过的学生仝运动说道。

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杨玉照兢
兢业业、淡泊名利、任劳任怨，把“教书育

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全身心投入到教

学事业中，深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和好

评。

退休不褪色 夕阳别样红

杨玉照是个热心人，退休后的他比

以前更忙了，在村里村外到处都有他忙

碌的身影。几十年来，他义务为村里和学

校举办篮球、广场舞、剪纸、美术、秧歌等

各种培训活动，先后免费给村民书写对

联8000多幅，他还积极带队参加乡镇组织
的各项文体活动，荣获各项大奖30多次。
在家乡方圆附近、左邻右舍，谁家有婚丧

嫁娶的红白大事，都喜欢找杨玉照来帮

忙，他无论再忙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

诿。在他为人处世的言行中，无不彰显了

一个退伍老兵那种心存善念、无私奉献、

造福后人、回馈乡邻的赤子之心。

现年91岁高龄的杨玉照老人，至今
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虽然已满头银发，言

谈举止既幽默又不失风雅。

悠悠赤子情 拳拳敬业心
———记汝州籍抗美援朝老兵杨玉照

◇马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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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5日，临汝县干部培

训班第一期同志临别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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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头镇有个梅庄村，这个村子不是因居住的人姓梅而得名，而是相传这里

出了一位梅娘娘。
据传，在古时乱世为王的年代，人杰地灵的汝州大地同时期出现了几个乱世

英雄：力大无比、牛腰大的石头能扛下山垒墙的胡大墙；能掐会算、占卜吉凶的淡
阴阳；能治国安邦的谋士毛可建。有一天，淡阴阳夜观天象，发现八里王村将出现
朝廷天子。这些君臣佐使要在民间访出梅姓的娘娘千岁。

善用阴阳八卦的淡阴阳掐指推算：梅娘娘就住在有活兽头的草屋院内。这
可难坏了这些保国将。草屋哪有兽头，即使有兽头也是死的。一天，他们来到牛
头峰下的一个小村，中午时分，只听到“喔”的一声雄鸡啼鸣，众人不禁惊讶：雄
鸡只在早上报晓，中午啼鸣十分奇怪。闻声望去，看见一只大红公鸡，抖动双翅，
气宇轩昂。这一声啼叫，惊醒了梦中人，众将臣拍手惊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寻觅多时的茅草屋、活兽头岂不就在眼前！

访娘娘的众将臣推开柴扉，朝屋里喊道：“有请梅娘娘！”屋内人听了，走了
出来。众将臣看了不禁惊讶：只见她生得丑陋，满头秃疮流着黄水，满脸麻子流
着黄脓，个子矮小头发稀黄，站在他们面前的黄毛小丫头，怎么可能是他们要寻
的娘娘千岁呢！众将臣看后，摇头咂舌，转身欲走。只听这丑女一声厉喝道：“站
住，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梅娘娘。”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丑女用手紧紧抓住头
发，用力一拽，拿掉戴在头上的发壳，露出了乌黑的云鬓，用手在脸上一抹，满脸
麻子尽去，露出如脂似玉的皮肤。只见她生得柳眉杏眼樱桃口，张口说话如金珠

落玉盘，走动身形如清风拂杨柳，真乃是嫦娥临凡界，仙子落人间。

“找到了，找到了！”众将臣俯首就拜。这正是他们踏破铁鞋要找的梅娘娘。
几位保国将在大门前顺好高头大马，让娘娘千岁乘坐，她把攥在手里的金

豆狠狠往地下一掷，金灿灿的金豆满地乱蹦，这可喜坏了贪财的嫂嫂。只见她弯
下腰像鸡啄米似的慌着拾金豆。梅娘娘趁机踏着她的肩跨上了马鞍，牵马人把
缰绳往她手里一撩，鞭子在马背上一甩，千里马便驮着梅娘娘撒开蹄子奔向前

方。原来，嫂嫂是个刁横泼妇，常常催逼小姑到西山沟放驴割草。小姑总将驴圈

在山沟里再去玩耍。访娘娘的一干人听说有一次她和嫂子打赌：将来要让嫂嫂
做她的上马石。

当梅娘娘走时，她常放的驴子叫起来为她送行。圈驴子的山沟现在人们还叫

它驴圈沟。当行至牛头山银洞沟时，这里荆棘丛生，酸枣枝上的刺挂住了娘娘的裙
子，娘娘拉开，用手一捋，酸枣枝上的刺全变直了。

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传说中的梅娘娘，便

把她曾住过的村庄称作“梅庄”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梅娘娘与梅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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