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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伯 承 临 汝 作 报 告
1948年8月12日，夏日的烈焰当空照射，因

为头天刚下过一场雨，天气显得又湿又热。这

时临汝县城边一片小树林里，坐满了黑压压的

中原军政大学的学员。虽然大家热得满头大

汗，但学员们都正襟危坐，一动也不动。会场气

氛异常严肃，唯有小树林旁边一台小发电机，

“咚咚咚”地响着，给会场增添一点热闹。

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小汽车的响声。学

员们转脸看去，只见两辆小吉普车疾驰而来，

在会场边“嘎”的一声停住。车门打开，两位身

材魁伟、满面和蔼的军人跳下小车，迈步朝会

场中间临时搭起的主席台走去。

有学员立刻认出，走在前边的那位就是

陈毅将军，走在后边的那位，年龄有五十岁左

右，他头发苍白，身材健壮，上身穿一件粗布

军服，下身穿一条黄呢子军裤，戴着一副眼

镜，他就是中外闻名，令敌人闻之丧胆的常胜

将军刘伯承。

全体学员此刻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欢迎，欢腾的情绪直到

主持会议的金明同志挥手制止，才平静下来。

金 明 首

先向学员们

介绍了刘伯

承司令。然后

高声宣布 ：

“同志们，现在请刘司令员给我们做报告。”

刘伯承往台前一站，声音洪亮地说：“同

志们，目前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在朝着胜利的

方向发展。但我听说自从白崇禧部的两个师

向信阳进犯后，咱们的学员里有人产生了畏

难情绪，这完全是杯弓蛇影、杞人忧天嘛！当

前，我们的军队自渡过黄河以来，已经在中原

腹地站稳了脚跟。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一年前还掌握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手里，今天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这儿开会作报告

了，是一片晴朗的蓝天了。这说明了什么，说

明我们已经得到了中原。古人说，得中原者得

天下，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挥师南下，渡过长

江，打到南京，活捉蒋介石。至于白崇禧嘛，就

是困兽犹斗嘛，没什么好怕的！”

会场上突然爆发起一阵掌声。

刘伯承待掌声停后，又大声说：“我告诉

你们，当前蒋介石有三怕，一怕我刘伯承进四

川，二怕陈司令员过长江，三怕林彪入关。但

是他怕有用吗，他怕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不斗

争了吗？这坚决不可能。我刘伯承是要入川

的，那是我的家乡嘛。陈司令员也是坚决要过

长江的，不过长江，就拿不下南京，蒋家王朝

就不会垮台。林彪同志也很快就要入关的，入

了关战争的形势对我们就更有利了。别说蒋

介石怕了，他就是哭，我们也不去劝他。他哭，

全国人民才能笑嘛！”

讲到这儿，全场又是一阵掌声，有不少学

员被刘伯承风趣的话逗笑了，脸上浮上一层

微笑。此时，刘伯承满脸汗水，他摘下眼镜，抬

手擦了一把汗。这时细心的学员发现，刘伯承

的右眼深凹进去，唯有左眼炯炯有神。他的右

眼是在数十年的枪林弹雨中受到伤害造成

的。学员们更加敬佩这位老战士了。

刘伯承擦了把汗，忽然语气严肃地讲道：

“我们共产党人，我们革命军人，为什么浴血

奋战，不怕牺牲，奋斗不息？因为我们有坚定

的信仰，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所做

的，就是要让全中国的老百姓获得彻底解放，

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是要让我们中华民族从

此振兴。再也不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压迫奴役我们了。我们有些青年朋

友们，虽然参加了革命队伍，但思想上还没有

树立起革命的信仰，在某些时候动摇不定，这

很危险。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

牲，我们现在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解放全中

国奋斗，为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而奋斗，就

要有不怕牺牲的决心。有志气的时代青年，就

要勇于为自己的信仰理想而奋斗牺牲。为理

想信仰、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为全中国劳苦人

民翻身解放而牺牲，虽死犹荣！”

接着，刘伯承又讲到了中原地区工作的

特点。他说：“我们初到中原，中原地区过去长

期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老百姓对我们还不了

解。而我们的同志不讲究工作方法，不根据实

际情况，在打土豪分田地中‘走马点火’，在对

待蒋介石军队和剿匪中，不注意从政治上瓦

解敌人，不讲宽大政策，对地主老财采取‘捶

玉米穗’的粗暴行为，如此等等，以致造成后

来工作的困难和被动。”

刘伯承略一停顿，会场上一片肃静。

刘伯承继续讲道：“今后，我们一定要认

真调查研究，我们的干部要用自己正派的工

作作风，用我们革命人的优良品格，影响新区

群众。中原解放了，换了新天地，一大批地方

干部加入到我们的队伍，这是新鲜的火种，我

们一定要注意培养重用这批地方干部，使我

们从此将革命的根子扎牢在这块土地上。我

们还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将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团结在身边，为我们即将渡过长江，解放

全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天，刘伯承一直站着讲了两个钟头，讲

话期间，学员听得非常专注，讲到精彩处，台

下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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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8日，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中
共临汝县委机关报———《临汝报》创刊号正式

出版发行。

一、《临汝报》创刊的政治社会背景
1956年5月23日，中共临汝县委下发《关于

创办<临汝报>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我县
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群众性的运动，正以排山倒

海之势迅速猛烈地向前发展。全县社会主义性

质的农业合作化已胜利实现，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时取得了伟大

胜利。随之而来的生产和文化学习空前高涨，

广大人民群众正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他们服

务的，简明易懂的通俗刊物。按照中共中央关

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经县委研究决定，呈

请省委批准，从今年6月1日起开始创办中共临
汝县委机关报———《临汝报》。

二、《临汝报》筹备创刊经过
1955年9月，中共临汝县委决定创办《临

汝报》。抽调中共马庙中心乡支部书记王长

法、县委秘书姚万民，一起到洛阳地委宣传部

学习理论和办报业务。经过二个多月的学习

后，又到《洛阳日报》社实习一个月。

王长法、姚万民学习回来后，在临汝县委

领导下，开始做创办《临汝报》的筹备工作。

《临汝报》是中共临汝县委机关报，是县

委的喉舌。创办《临汝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工作，也是一个新鲜事情。在临汝县的历史

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创办这样正规的报纸。当

时创办《临汝报》，困难确实很多：一无人，二

无印刷设备，三无办公处所，四无通讯员队

伍，五无供稿来源。

但是，王长法、姚万民热情很高，决心很

大，在县委领导支持下，先调几个人，在县城

南门口腾出一处公房，就开始办公了。

当时，根据我县情况，决定先办试刊，办

四开一周刊，边办试刊，边创造办报条件。一

个星期办一张四开版，从筹集来稿，到编排文

字、插图，一切准备好后，把材料拿到新安县

印刷厂排印。报纸印好后，再拿回来交临汝县

邮电局往各地分发，等到把报纸发到群众手

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根据当时的条件，

必须先走这一步，边办试刊，边培训队伍，边

创造硬件条件。

经过一段试办，临汝县委为办好《临汝

报》，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对

《临汝报》社的领导：一是任命县委宣传部长

范振武为《临汝报》社长；王长法为《临汝报》

总编辑兼《临汝报》社、县广播站、报社印刷厂

党支部书记；张继林为《临汝报》副总编辑（姚

万民调往县广播站任站长）；并调郭耀世、揭

传芳、吴自忠等5位同志为编辑、记者。
二是把临汝县石印社改为《临汝报》社印

刷厂，并投资增加印刷设备，在保证印刷报纸

的前提下，再对外营业。

三是由临汝县委宣传部牵头，培训《临汝

报》的通讯员队伍，建立通讯网络。

四是为使报社及时了解县委的指导思

想，指导全县工作，报社总编辑王长法列席临

汝县委常委会工作会议（王长法当时为县委

候补委员）。

当时，临汝县委对创办《临汝报》是十分重

视的。为加强《临汝报》社工作，所采取的各项

措施都很快落到了实处。原临汝县印刷厂，就

是那个时候为创办《临汝报》而建立起来的。县

委常委会开会，除研究人事工作以外，都通知

王长法列席参加，使报社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县

委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意图。县委对报社工作有

什么指示，也能迅速及时地传达贯彻。

在设备印刷方面，临汝县委将县印刷社

的石印技术改为铅印技术。1956年4月下旬，
县委派人到上海购买两部8开铅印机和铅字
600斤，以及其他印刷工具。同时，县委宣传
部组织印发创办《临汝报》的宣传品，到全县

各区、乡进行宣传，并物色各区、乡适合做通

讯员的人选。在县委宣传部的宣传组织下，

很快就有人积极撰写稿件，也有很多群众提

出订阅报纸要求。

三、《临汝报》试刊号出版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1956年6月1

日，《临汝报》试刊号出版。试刊号共四版，其

报头下边用小字标注：每份每月1角3分。订阅
处：临汝县邮电局。社址：临汝县中大街。电

话：60号。
试刊号一版共发表6篇文章。头条题目

为：《中共临汝县首次代表大会开幕》；第二篇

是社论，题目是：《必须做好麦季预分工作》。

另外四篇是新闻消息，题目分别是：《全县小

麦将普遍获得丰收》《我县建立农业机器拖拉

机站》《全城关镇开展了灭蝇运动，取得很大

成绩》《我县建立一座颗粒肥料厂》。头版的报

眼处，则刊登一幅新闻摄影作品，反映的是小

麦生产情况。

二版和三版共发文章10篇，主要内容为
夏收、夏种情况。

四版视野开阔，内容活泼。其头题是一个

庆祝“六一”儿童节的专栏，发表三篇文章和

一幅新闻摄影作品。另有两则国内国际消息。

还辟有一个“看社会各地”栏目，发表四则短

消息。四版最下方，左边是报社编辑部刊发的

《告读者的话》，右边是一幅反映大冶钢厂扩

建工程厂房的新闻摄影作品。

四、《临汝报》正式出版发行
1956年6月8日，《临汝报》正式出版发行。

因为6月8日正值中共临汝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刚刚闭幕，创刊号的第一、第二版，用大量篇

幅介绍党代会的召开情况。

创刊号的《临汝报》三个大字，用红色字

体印刷。

《临汝报》创刊后，每7日一期，每期4版，
一直到26期，没有改变。1956年12月5日第27
期时，突然变成了两版。这一期刊发编辑部的

一则《本报声明》。声明指出：为了逐步满足广

大读者要求，更及时有力的推动党的工作，经

本报编辑部报请县委和上级党委批准，本年
12月5日起，改为纸型8开3日刊，每份定价2
分，每月2角。
《临汝报》由新闻、经济、政教、时事4个版

块组成，分别介绍县内的工农业生产和文艺

作品、时事政治等。辟有“经验介绍”“读者来

信”“文化生活”“小品文”“本县新闻”“国内外

大事”“祖国各地”等栏目，每期发行5000份，
最多达1万份。

五、《临汝报》停刊
1962年5月19日，我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

极大变化，创办将近6年的《临汝报》，经中共
临汝县委批准撤销停办。

《临汝报》由试刊到创刊，由周一刊到周

二、周三刊，中间还办过一段日报，这张报纸

从1956年6月8日创刊，到1962年5月19日停
刊，共办了5年零11个多月，加上试刊筹建工
作，总共6年多时间。

在6年多的时间里，《临汝报》在宣传、贯
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树立表扬劳

动模范、先进人物，树正气、鼓干劲、清除腐败

思想、鞭挞邪恶势力方面；在推广科学技术、

发展生产力方面；在交流工作经验，推动县里

工作方面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供稿：汝州市档案馆

漫步茶马古城，不管是童趣盎

然的吹糖人，还是纸墨缤纷的剪

纸，不管是穿越千古的彩陶画，还

是天青汝瓷的素雅神韵，或勾起

你的味蕾，或唤起你的回忆，或震

撼你的视觉，或陶醉你的身心。

“陈家米酒”，这四个字刚刚映

入眼帘，就一下子勾起了我埋藏

在心底永不褪色的淡淡乡愁。

小时候，米酒，对于以面食为

主的家乡来说是奢侈品，只有到

元宵节，母亲才舍得去供销社买

些糯米给我们做米酒。母亲把晶

莹剔透、洁白如玉的米上笼蒸熟，

摊开放凉，然后拌上甜酒曲，经过

发酵之后，一股淡淡的米酒香气

袅袅升腾，弥漫在节日的农家小

院。母亲买来元宵下锅，滚圆滚

圆、白白胖胖的元宵，在锅里上下

翻飞跳起了舞蹈，馋得我和哥哥

围着锅台转，目不转睛盯着锅里

的元宵。等元宵一个个膨胀漂浮

到水面时，宛如洁白的乒乓球，又

宛若颗颗珍珠。这时，母亲将淀粉

和成黏糊加入汤中搅拌，再舀几

勺自酿的甜米酒加入锅中，搅拌

均匀，然后撒一把秋天时从田间

地头摘下的红滴溜儿（学名枸

杞），一锅热腾腾的米酒元宵就成

了。

揭开锅盖，洁白的汤汁半透明半黏稠，元宵白白胖胖，

米酒粒粒晶莹，枸杞鲜红如宝石，十分诱人，香甜的气息扑

鼻而来，正像诗作“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里

描绘的那样，还没吃就先醉了三分。

我迫不及待舀上一碗，顾不得烫嘴，边吹边吃，元宵绵

软润滑，酸酸甜甜，劲道中透着绵软，配上那几勺糯米酒的

淡淡酒香，更有了甘甜醇香的芬芳。真是“此味只应天上

有，人间能有几回尝？”

那股淡淡的糯米酒香，沁入肺腑之中，醉了舌尖，醉了

心田，醉了天上皎洁的月亮，醉了夜空蓝色的星星，醉了节

日的农家小院，醉了人间的祥和团圆。那一刻，那一锅米酒

汤圆，那一缕糯米酒香，一下子成了元宵佳节永不磨灭的

牵念。

后来，我外出求学，结婚生子，离妈妈离故乡越来越

远，但那米酒的醇香，一直在我的梦中飘荡。

第二次吃妈妈亲手酿的米酒是我生完儿子之后，我的

身子虚弱，奶水不足，远在乡下的母亲听说后，二话没说，

匆匆从乡下赶来照顾我。妈妈下厨为我做了一碗米酒蛋花

汤，金黄色的蛋花如一朵朵娇艳的牡丹盛放在瓷碗中，洁

白的糯米如小银鱼般在碗里游来游去。母亲又加了一勺红

糖，米酒蛋花汤一下子变成了红褐色的汤汁。金黄的蛋花，

洁白的糯米，配上酒红色的红糖，妈妈又抓了一把炒米撒

在碗里。那碗米酒蛋花汤，香甜可口，酒香四溢，营养丰富，

健脾养胃，让寒冬腊月里的我吃得温暖如春，酣畅淋漓，通

身的脉络一下子畅通了，奶水也很快下来了。我的脸色由

苍白变得红润起来。妈妈担心的脸庞终于开出了灿烂的花

朵。那一碗米酒蛋花汤，让初为人母的我再次感受到母亲

对儿女毫无保留的深深的爱。

而今，“陈家米酒”这四个字，只一眼，便打动了我的

心，让我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不可自拔。

当我走近陈家米酒时，却发现，并非完全是我儿时记

忆中的甜米酒了，而是经过了岁月沉淀，传承创新，已然升

华涅槃成晶莹剔透的糯米高档白酒，并且入选汝州市第六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据了解，陈家米酒，所需原料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精选

的来自江苏、安徽的好糯米。先将优质糯米浸泡四个小时，

直到米粒洁白如雪，遵循古籍《齐民要术》中描写的步骤，

打来泉水清洗白米，经过几十遍淘洗，细细磨去糯米表层

的脂肪，提升酒中香酯水平；用木柴火蒸熟（两个小时左

右）后，降温至35度，盛入固定的容器拌入自制的红曲和草
木酒曲；拌匀后盖好口，糖化24－36个小时（此时为甜米
酒）；再加入水进行发酵28天左右，冬天可能60天左右；颜
色变为茶色开始进行蒸馏，再进行分段接取（此时为高度

米酒），采用“九段取酒法”，掐头去尾，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只取中间最精华的部分；按分段类别进行封坛入窖，储

存脂化，愈久愈香，愈久愈醇，愈久愈甘，愈久愈绵。

经过传统技术酿造，经历了时光历练，岁月沉淀，陈家

糯米酒宛如秋天的江水般澄净、剔透、晶莹，香醇可口，绵

柔清香，醇厚顺滑，回味甘甜，余韵悠长，风味独特，原汁原

味、原浆原酒，保留着糯米酒原生态的古朴、自然、环保、健

康、安全。品一口，仿佛甘泉般沁人心脾，飘飘欲仙，醉了身

心，醉了心魂。

陈家米酒，正像诗作“碓舂糠秕光如雪，汲泉淅米令清

洁。炊糜糁曲同糅和，元气絪缊未分裂。瓮中小沸微有声，

鱼沫吐尽秋江清。脱巾且漉仍且饮，陶然自觉春风生”描绘

的那样，糯米、酒曲、山泉，经历春夏秋冬的漫长，积聚时间

岁月的沉淀，小酌一口，全都是自然清新的香气，好似有春

风拂面，陶然自得，惬意无比。

采一粒糯米，取一桶甘泉，加满腔匠心，蒸制；抓一把

草曲，撷一缕乡愁，加满心欢喜，搅拌；沐岁月浇灌，经时光

历练，加满腹爱心，发酵；掐浓烈之头，去浑浊之尾，取中间

精华，凝练。一粒米，经历了“清洗、蒸制、拌曲、发酵、蒸馏”

等工序的精心酿造，经历了春夏秋冬的轮回陈酿，凤凰涅

槃，最终成就了陈家米酒的琼浆玉液。

那甘甜，那醇绵，那晶莹，那清香，那透明，那清亮，那

纯净，凝聚着陈家传人对故乡的浓浓乡愁，饱含着对家乡

人民的满腔深情，渗透着对传统东方米酒文化的传承，彰

显着对非遗文化的创新，蕴含着对小康生活的期盼，浓缩

着天地人和、自然和谐的东方神韵，弥漫着妈妈的味道，家

的味道，中华的味道，民族的味道。

陈家米酒，闻一下，就叫人想家，喝一口，就让人醉倒

在浓浓的乡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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