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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

一场人民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

打出了军威。在战场上女兵们不让须眉、英

姿飒爽，在工作岗位上彰显靓丽的风采，靳

碧云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靳碧云生于1 934年5月2日，原籍山西
省洪洞县，1 94 9年3月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1 950年1 2月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而
后，被调入华北第三陆军总医院三分院工

作，曾荣获三等功一次。1 956年6月，转业至
临汝县人民医院（现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工作，任护士长兼麻醉师，1 985年1 1 月光荣
离休。

青春无悔从军路

靳碧云姊妹三个，她排行老大。1 94 9年3
月的一天，在部队“干事儿”的远方亲戚来看

望其母亲，当看到其家里一贫如洗、难以揭

锅的现状，提议其母亲让靳碧云和弟弟去部

队当兵，免得孩子们在家挨饿。为了生活，母

亲忍痛让亲戚带走了刚满十四岁的靳碧云

和不满十二岁的儿子。到了部队，姐弟俩随

亲戚到沈阳军区训练第一团办理入伍手续，

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分配在司令部

通讯连话务排，学习部队话务方面的知识。

当时条件特别艰苦，他们坐的是砖块，有时

席地而坐，时常以地做纸，树枝为笔，但是部

队学习氛围特别好。对于来自农村，目不识

丁的靳碧云来说，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

好机会。同年8月份，她被调至山西临汾教导
大队又学习三个多月文化课。1 1 月份，在太
原部队的招待所，部队领导因年龄太小动员

她和弟弟回老家，在部队“干事儿”的远方亲

戚一再央求下，部队领导答应了靳碧云的留

队要求，弟弟因年龄太小被送回了老家，后

来才得知这支部队是要开往前线打仗的。

1 950年1 2月，靳碧云随部队到达辽宁省丹东
（现丹东市）凤凰城（现凤城市），被编入华北

第三陆军总医院第三分院，他们的具体任务

是从事接收救治前线送来的伤员，对其伤口

处理和包扎，对过于严重的要送至后方总医

院再做处理。

救治伤员在军营

说到战场上救治伤员情况时，靳碧云

老人心情复杂，眼噙泪水说：“因战场上装

备条件差，加之天气寒冷，从前线送下来的

伤员冻伤的不计其数。手指、脚趾冻掉的，

脸部耳朵冻烂的惨不忍睹。最令人心疼的

是因战士长时间洗不了澡，身上长满了虱

子，给伤员换洗衣服时，衣服上的虱子爬得

到处都是，但是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从不嫌

弃，始终把伤员作为亲人来看待。”当时靳

碧云年龄不足1 6岁，在给伤员做护理时，还
要时常背伤员去手术室，帮他们换洗衣服。

有时实在是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但当她看

到伤员那痛苦的模样，她就啥也不考虑了，

唯一的想法是让他们早点解脱痛苦，身体

能早点好起来。在思想上抱着那种“一切为

了伤员”的神圣使命，她勇往向前，以永不

服输的坚强意志，圆满完成了医院领导赋

予的救护任务。虽然战时条件极其艰苦，但

是靳碧云在任务面前从不害怕，有时抢救

伤员任务紧时，一天要处理好几十个伤员。

靳碧云因个人在战场救治伤员工作突出，

被部队授予三等功一次。

赛场结缘成婚事

1 952年6月，三分院组织运动会，靳碧云
作为女子篮球队一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因

为球技好成为了球赛的亮点。当时戚建国

作为男子篮球队的骨干队员，她们在赛场

上相识，而且又在医院工作，双方彼此产生

了好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 954年靳碧
云与丈夫戚建国在沈阳军区部队结婚。

永葆初心不褪色

1 956年6月，靳碧云随丈夫戚建国从部
队转业，分配至河南省临汝县人民医院（现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护士长、麻醉师。作

为护士长，在她从事护理期间先后协助其丈

夫戚建国（临汝县人民医院外科、妇产科主

任）共完成大小手术上万例。1 968年，靳碧云
为响应国家政策下乡支农，被下派到纸坊镇

（公社）卫生院工作。靳碧云干工作默默无

闻、任劳任怨，她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基层医

护战线上，为乡村病人解除痛苦作出应有的

贡献。

1 957年，她动员其丈夫和她一道下乡
支农。在小屯镇（公社）卫生院，在门板上

用出诊箱内6把止血钳、3把镊子、持针器
和手术刀针线等，成功给一位急性阑尾炎

的患者做了手术，赢得了病人的好评。

1 963年5月，庙下镇（公社）庙下村有一宫
外孕大出血病人，病情危重。靳碧云接到

值班电话，及时向院领导汇报，为了挽救

病人生命，争取最佳的治疗时间。作为妇

产科护士长的靳碧云力排众议，向院领导

提议和丈夫戚建国一块“送诊”服务，医院

领导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采纳了她的建

议。靳碧云和丈夫立即星夜赶赴病人家

中，当时农村没有照明设备，他们用手电

灯照明，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为病人成功

完成了手术。病人家属为表示感谢，特送

“救死扶伤显真情，医德双馨风格高”锦旗

一面。

离职不休夕阳红

1 985年1 1 月，靳碧云光荣离休。不愿享
受清闲的她，和丈夫戚建国一起开办诊所。

在开诊所的那几年，因其收费低、人缘好、

医术高，诊所常常门庭若市，深得患者的敬

爱。她在给病人解除痛苦的同时，自己也享

受到了快乐，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一

哲理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 992年焦村乡
筹建卫生院，因当时医务人员稀缺，汝州市

卫生局聘请靳碧云到焦村乡卫生院搞援

建。靳碧云义无反顾动员其丈夫携带自家

的医疗设备，参加焦村乡卫生院三年的援

建工作，填补了当时乡级基层卫生院没有

妇产科的记录。看病之余，和丈夫重点研究

整理八世秘方（丸散本手抄本）等工作。经

过不懈努力，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

究出风湿骨痛药酒、消喘镇咳胶囊等良药，

低于成本价甚至无偿救济周边贫穷百姓，

在当地传为美谈。

今年已经88岁的靳碧云，对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护一点也不马虎，她时常告诫子女

们：“在疫情面前，一切命令听指挥，勤洗手、

少聚集、常通风、带好口罩，多做志愿者，多

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民间故事

情风文人

相传很久以前，今天的汝州怪坡一带就是一块难得的

风水宝地。

一天，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在天宫中呆腻了，就携王母

娘娘和一对孪生女儿下凡到怪坡游玩。玉皇大帝站在玉皇

山顶，但见这里群峰如筍、古树参天、山花漫漫。山下马蹄状

山坳间，有一块台地，庄稼长势喜人，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

地里锄草。玉皇大帝一行来到附近，命其他三人躲在花丛

中，自己化作一位要饭花子走上前来。那小伙子叫儒周，正

在专心忙活。玉皇大帝站在一边远近打量，只见此地南望茫

茫汝水荡舟，东依锦绣风穴山柏林青苍，背负少室巍峨险峻

屏障，西接连峰错落起伏，台地四周被群山环抱，不禁脱口

赞叹：“好一块风水宝地，真个是人间难寻！”说罢假装饿昏

倒地。锄地的儒周一见有人病倒，慌忙提着水罐快步近前搭

救。躲在花丛中的姐妹见状要去救父王，被王母拉住了。但

见后生扶起老人，慢慢往他嘴里喂水，待人醒转，这才又从

口袋里掏出干粮让老人吃下。姐妹俩看得真真切切，但见儒

周丰神俊朗，人才出众，更被儒周的善心打动。玉皇大帝临

别谢过，告诉儒周说：我是撵风水的一个穷先生，为感谢后

生救命之恩，就把这块龙凤穴地送给你，说着在平地上指指

点点，一忽儿清风一阵，转眼人就没了踪影。却说孪生仙女

回到天宫，竟同时害了相思病，茶水不进，日渐憔悴。姐姐劝

妹妹下凡人间和后生成亲，妹妹劝姐姐下凡追求爱情。一

天，二人散步到了南天门，再次相互推让，妹妹冷不防把姐

姐搡下了南天门。姐姐驾着云朵来到这人间福地，只见那个

叫儒周的后生正在地边读书。大仙女向他诉说了一番热望

之情，也是二人有缘，天地无路，自有一根红线牵连。

再说天宫中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打眼看到了这一幕，

心下大怒，有道是天规难违，就派天兵天将下凡人间，捉拿

犯了天条的女儿归天。大仙女宁死不回天宫，一头撞死在一

棵大树上。儒周把大仙女埋在玉皇大帝钦点的上佳穴地里，

天天来化纸烧香。二仙女感念姐夫的一片真情，也就偷渡人

间准备和姐夫成婚。不料想又被父母发现，再次派人捉去。

二仙女也是痴情刚烈，就一头撞死在姐姐坟头的青石供桌

上。儒周把二仙女紧挨姐姐葬了，从此后仍是天天来烧香祭

拜，风雨不误。到仙女坟的路是上坡，被情思折磨得瘦骨伶

仃的儒周一步三喘。两位仙女在天有灵，不忍夫君受难，同

时从头上拔出银簪只轻轻一划，儒周顿时两腿生风，上坡如

下坡，不费吹灰之力就来到仙女坟头。祭拜之后，儒周离开

仙女坟回家时，痴情的两位仙女不忍夫妻离散，就再次拔出

银簪轻轻一划，返回的路明明一路下坡，却下山如上行，步

步艰难。怪坡的故事就从此传开了。

人道是父女相连，玉皇大帝难舍两位女儿，虽天地相

隔，毕竟遮不断父女真情。玉帝启动神功法力，相中怪坡仙

女坟东北五六里一座高山，在山顶上建造一座行宫，不用走

动，天天西南望去，两位女儿时时都在眼前。这座山，老汝州

人尊为玉皇山。这行宫，汝人尊为玉皇顶，又称天盘庙。农历

正月初九，人称“天公生”“玉皇会”。每年这一天，两位仙女

和儒周相伴，带着大红公鸡，登上东北方不远处的玉皇山，

为父皇庆生，父女相见，其乐融融。算不清多少年过去了，年

年正月初九，玉皇山天盘庙起大会，给玉皇大帝过生日，老

汝州的善男信女，会聚玉

皇顶，供品琳琅，热烈隆

重，礼敬至诚。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1 94 4年农历八月中旬，八路军皮徐支队
进入临汝大峪店后，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八路

军的政策和抗日主张，并纪律严明，秋毫无

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董逢甲在袁窑中心小学教书，八路军

进驻大峪店后，宣传抗日救国、处处为人

民着想的正义行动使董逢甲对共产党八

路军从内心产生了热爱。董逢甲的姐丈经

常带欧阳景荣、党峰、梁济生等同志在他

家住宿吃饭。党峰同志为人谦虚、热情，经

常帮助他家干活，亲如一家。为了安全，董

逢甲还经常护送党峰同志去马鞍驼开会，

因此也认识了张清杰、张立志、梁济生、刘

波涛等同志。

有一次，在路上党峰同志问他：“咱们要

建立抗日区政府，你说区长叫谁当？”因为董

逢甲当时政治上很模糊，当即回答：“袁窑梁

须臣，人家当过几次区长了，还是叫他干

吧。”党峰同志说：“他不行。”

1 94 4年农历九月十一日，在马鞍驼于培
周家里，董逢甲遇到了党峰，他开口问道：“老党，我想

和你们一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你看我够不够格？”党

峰笑着说：“逢甲，做共产党员，就要敢于和日本鬼子

拼命，处处保护老百姓，你能做到吗？”董逢甲毫不犹

豫地说：“我能做到！”党峰一听，郑重地点点头说：

“好，我同意！”党峰说着，就用铅笔画了个表，让他填

写基本情况，当时张立志也在场，董逢甲填完表后，党

峰、张立志就做了他入党的介绍人。因为那时正值战

争年代，发展党员手续简单，董逢甲就这样成了一名

共产党员。

1 94 4年农历十月底，在大峪店召开的地方绅士保
甲长及群众大会上，宣布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店

抗日区政府成立，党峰同志任县长，董逢甲任区长。

董逢甲就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选自《汝州市老区

革命故事》

作者：李国强
供稿：陈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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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姊妹怪坡的传说

汝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向为豫西重镇。解放战争

时期，为了培养大批急需军事人才，1 94 8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
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在汝州创办中原军政大学。中原军政大学

在汝州办学达半年时间，为中原解放区及汝州培养了一批军

政急需人才。

一、中原军政大学的建立及沿革
中原军政大学的前身是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豫陕鄂人民

军政大学的前身则是太岳纵队随营学校。1 94 8年3月，豫陕鄂军
政大学在河南省鲁山县城建立。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豫

陕鄂军政大学又先后改称中原军政大学、第二野战军军政大

学、西南军区军政大学（西南军政大学）、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著名将领陈赓、刘伯承、贺龙、余秋里、刘华清等，曾先后担任该

校的校长、政委、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职务。

（一）太岳纵队随营学校

陈赓将军一贯重视人民军队的学校教育，而且对办军事

院校有丰富的经验。早在1 94 6年底，就决定成立了太岳纵队
随营学校，为部队培养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陈赓将军任校

长兼政委，张复明任学校参谋长、李长春任组织股长，康敬之

任宣教股长，张克坚任保卫股长、吴世通任军教股股长，徐锡

福任管理股长。下辖4个学员队，共有学员500多人。校址位于
太岳区长子县大南石村。

1 94 7年8月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时，随营学校随陈谢兵团
顺利打过黄河后，参加了挺进豫西、破袭陇海、创建豫陕鄂根

据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和宣传活动。

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新区的迅猛扩大，要求及时培养

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以适应军队和新区政权建设的需要。在

这样的形势下，以随营学校为基础招收一批新学员，于1 94 7
年1 1月5日在栾川县建立豫西军政干部学校，李静宜任校长。
当时，学校没有固定校址，随部队活动于栾川、嵩县和伊阳一

带。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协助部队剿匪、做群众工作。1 94 7年
底，学校一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

1 94 8年1月，学校由南召县李青店，搬迁到鲁山县办学。

（二）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

豫陕鄂军区成立后，在陈赓司令员倡议下，1 94 8年1月陈
谢兵团前委经研究决定，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模式，以四

纵随营学校为基础，将在宝丰建立的豫西第五军分区军政干

校、第九纵队的随营学校，以及由戈果率领的鄂豫皖干部训

练班合并改组，建立豫陕鄂军政大学。

豫陕鄂军政大学的校址设在河南鲁山县的鲁阳中学和几

所旧民房、庙宇内。陈赓任校长兼政治委员，韩钧任副校长，张

之强任教育长，张复明任参谋长，张文峰任政治部主任。校党

委由张之强、张复明、张文峰、田仁乾（组织科长）、李劲夫、王玮

（宣传科长）等人组成，张之强任党委书记，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学校领导班子除增加张之强担任教育长外，将政治部的股改

为科。并派人在南阳一带招生，学校已改编为2个大队。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以抗日军政大学为榜样，结合新解

放区急需大量军事、政治人才的实际情况，按照培养军队合

格人才的办学目标，经过短期的学习培训，使广大学员政治

觉悟迅速提高，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成为有政治觉悟和

军事素养的骨干力量，为各野战部队和军区补充急需的基层

干部。办学的方式是边筹备，边招生，边学习，以加速干部的

培养。学员除上述原随营学校学员、干训班学员外，主要是当

地的青年学生、要求参军的知识分子、社会青年等。学员近千

人，编2个大队、9个中队，有4个女生班。
学校围绕“一切为了转变学生思想”这一办学方针，安排了

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使学员们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

练，能够初步适应部队工作需要。1 94 8年5月4日，在鲁山县鲁阳
中学隆重举行“纪念五四青年节暨豫陕鄂军政大学开学典礼”。

张之强作了关于当前青年运动的方向及中原青年知识分子的

出路问题的讲话，宋任穷作了当前形势和知识分子的学习和任

务的报告。开学的第一课就是“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结合学习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接下去就是讲授“中国革命的

基本问题”，穿插进行形势和政策的教育。陈赓、宋任穷、彭涛、

韩钧、孔从周、周希汉、李成芳等首长都先后来校视察，给学员

们讲课、做报告，对学校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校成立不久，陈赓校长特地来到学校视察，并作了一

个十分重要的报告。要求全体学员认真改造思想，在实际斗

争中磨练，争取做坚定的革命者。他坚定乐观、亲切的讲话鼓

舞力、感召力很大，大家结合形势和任务进行学习讨论，倍感

鼓舞，增加了胜利信心和自我改造的决心。

抗战时期，汝州、鲁山、汝阳等豫西地区，曾是地下党河

南省委活动的地方，王树声将军指挥的太行、太岳军区八路

军创建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这一带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

军有认识，有好感。这一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和饱受失学、失

业之苦的公教人员，大多痛恨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向往革

命，将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新政权身

上。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学习，都先后分配了工作。

为了保证夏收，提供学员向农民群众学习的机会，

1 94 8年5月 1 6日，按照豫陕鄂边区行署的指示，豫陕鄂军
政大学全体师生从鲁山冒雨出发，经过3天的山路行军，
到达中州名镇临汝县城（现

改称汝州市）办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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