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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大家生活困难，吃上一顿好吃的，能向左邻右

舍炫耀几天。小孩子们更不得了，会夸大其词地四处鬼白

自己的口腹之幸。

上小学时，一位同学有幸跟家长去了一趟北京，小半

年时间，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几乎全是关于北京的话题，

而说得最多的，则是北京的面条实在好吃，一根根都是用

油浸过的，吃起来香极了。

缺油少盐的年代，这碗面让同学们艳羡不已了好长

时间，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琢磨：这货口中的香

得流油的面，究竟是何东东。以至于时至今日，我对他口

中描述的这碗面耿耿于怀。

后来长大了，经见的多了，也吃过不少美味佳肴，

经过反复琢磨我才知道，这位同学口中让人流哈喇子

的面，其实就是咱们常见的焖面。只不过小时候没吃过

罢了。

所谓“食色性也”，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年龄的

人们都离不开食物，所以焖面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肯定有

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其次，它家常。而家常是一种无法割

舍的情怀，不管是从南方到北方，从国内到海外，所谓最

好吃的菜，其实就是家里妈妈做的家常饭菜。

咱们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谁也不能否认。一方水

土养育了一方人，同样各地有各地的美食，我们的美食文

化也千差万别。但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原人，碳水大省，生

在中原，吃在中原，很多人对于焖面一直都是情有独钟。

焖面是祖国北方的传统面食，其制作工艺就一个

字———焖。从烹饪技术来讲，焖出来的面，不会因在水煮

制过程中破坏面粉的蛋白质分子网状结构，所以焖面更

加营养，口感更好，看起来也让人食欲大增。同时，焖面里

有面有菜，荤素搭配，营养丰富还健脾益胃。

如果把焖面赋予文化内涵的话，那要追溯到秦朝。据

传，秦时为修长城，大将蒙恬带领10万大军驻守春坤山。

蒙恬巡查周边村庄时获得启发，让将士们将饭菜一锅烩

起来吃。这“一锅烩”可谓焖面的雏形，既均衡了营养搭

配，又增强了将士们的体力。

后来，从各地征用的民夫、将士又将这一简捷、美味

的吃法带回故里，到了宋朝时开始广泛传播于民间。岁月

更迭中，智慧的先人把这一美食不断进行改良，创造出了

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焖面。近年来焖面在市区及乡

镇市场发展迅速，深受广大吃货的青睐。

焖面做起来很简单，食材也不复杂，就那么几种：面

条、豆角、盐、五花肉，素的可以放鸡蛋。

各家的做法不同，但大部分人习惯先把菜炒出来，然

后再焖面条。

制作时把面条放入锅内开焖，尽量让面条蓬松。豆角

洗净切段；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片切丝都行。把葱姜蒜炒

出香味，然后把五花肉下锅，炒至肉色变白微微出油，然

后把豆角下锅翻炒均匀，放入一勺盐，酱油调色。菜炒好

后，把面平摊在蔬菜上，盖上锅盖转小火焖熟即可。

有经验的人，制作焖面时事先要在面上洒一些食用

油，这样拌匀后的面在后期焖制时才不会粘锅。同时，焖

面时加入汤汁的水量很关键，水量过多会使焖面的口感

过于黏软，而加入的水量过少则有可能糊锅。在最后焖制

的过程中，要将面条和才挑拌均匀，保证每一根面条浸润

汤汁，这样做出的焖面色泽红润油亮，口感柔韧醇香，又

地道又好吃。

但焖面口感偏干，最好就一碗蛋花汤。

焖面做好出锅，每一根面条都像那位同学所说，吸满

了浓浓的汤汁，确实就像油浸过一样，不仅看着过瘾，而

且闻着喷香。

就全国而言，河南省做焖面做得最为地道。那实实在

在的一盘焖面，面条金黄，肉香扑鼻，豆角翠绿，豆芽嫩

黄，少许蒜苗，只是闻上一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吃时无

论土豪还是淑女，如果不忌口，尽可能配上一头大蒜，吃

一口香喷喷的焖面，配一口辛辣的大蒜，鼻尖上直冒细

汗。那滋味，啧啧，谁吃谁知道。就一个字可以形容：爽。

时光流逝，可以让我们忘记一些人和事，但存在于味

蕾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

如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快节奏的生活总是在推动

着我们不断向前。我们整装，启程，跋涉，落脚，停在哪里，

哪里就会燃起灶火。但焖面那种醇厚的滋味，在漫长的时

光中与故土、亲人、以及一些无法忘怀的情感交织在一

起，不可替代……

正所谓：日子长长，焖面香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汝县教育界的革命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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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嫂寨建在大红寨南头的一个山头上。

它咋叫姑嫂寨呢？传说古时候，大禹听说大

红寨山上有许多坚实耐用的古树，就从二十

里外的登封阳城来到这座山上，用豹榆、檀

木、黄栌和栎树、槲树制作劳动工具，一来种

田用，二来治水用。

有年夏天的一天，忽然电闪雷鸣，暴雨

倾盆往下倒，大禹在大红寨山上看到南边的

史庄村和田地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大禹急忙

放出自己养的一只水鸭，骑在鸭子身上来到

了那片被水淹的地方，把爬在树上和困在高

岗上的人一个个救下来，放到鸭子身上，然

后送到安全地带。水落之后，大禹组织人马

疏通河道，放了那一片汪洋大水，让人们过

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有一天，大禹要率治水人马返回大红

寨，有位年轻媳妇听说后，带着小姑子拦路

跪下磕头。她说公婆被洪水卷走，是大禹从水中救了她们姑嫂性

命，为了感谢救命之恩她们愿意跟随大禹到别处治水，要是不答应

就跪死在地上。大禹想着女人们跟着男人们风里雨里治水老受罪，

就把姑嫂二人安置到大红寨南山头上，给她们盖了茅草房，用石块

圈了寨子。安置她们住好后，临走还留下一只鸭子，让姑嫂用。大禹

又带人出去斩蛟治水去了。

此后，姑嫂俩在寨上一面种地，一面纺花织布，做成衣裳鞋帽，

绑在水鸭身上，送给大禹，让大禹和治水的人员穿戴。后来，当地人

听说水鸭会在大红寨给大禹运送东西，纷纷扛着粮食、衣物，从北

天门和南天门进入姑嫂寨，把一袋袋一捆捆东西堆放在姑嫂寨的

水鸭子周围，让鸭子抓紧时间给大禹送去。水鸭子也日夜运送，走

遍了大禹治水的山山水水。后来，它越驮越多，最后累死在姑嫂寨

前。姑嫂二人见水鸭子累死了，悲伤过度，慢慢得病去世了。后来这

座寨就叫姑嫂寨了。一直到现在，人们在深夜僻静的时候，还能听

到纺花洞“嗡嗡”的纺花

声和水鸭“嘎、嘎、嘎、

嘎”的叫唤声哩。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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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汝州（临汝）境内的省

立（十中）临汝中学、私立汝阳中学、陕县高级棉

科职业学校、临汝师范、豫西高中等学校师生，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立于1933年4月的省

立临汝中学党支部，是汝州市教育系统成立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也是汝州历史上第一

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它的诞生，揭开了汝州

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一、临汝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河南省伊阳县（今汝阳县）三屯乡东堡村人

张有奇，出生于1915年，1931年考入省立临汝（第

十）中学。省立临汝中学是民国时期河南省著名

的十三所中学之一。在校学生大约有三百名，学

生来自临汝县周边多个县市，校内师资雄厚，教

师均出自国内著名大学。张有奇在校读书期间，

不断阅读进步书籍，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追求

进步。同时，张有奇又通过家乡党组织中和他要

好的共产党员的教育，使其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

的认识，开始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下定了为共产

主义奋斗的决心。

1932年9月，张有奇回乡探亲期间，秘密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省立临汝中学第一个党员，

也是临汝县第一个党员。

张有奇返回省立临汝中学后，按照党组织

要求，在进步学生中间秘密传递革命书籍，积极

开展党员发展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张有

奇先后秘密发展王朝俊（宝丰县大营人）、王振

东（郏县西街人）、刘继光（宝丰县苇子营人）、

范明智（临汝县蟒川乡娘庙村人）、李贵韶（汝

阳县人）、高矗（汝阳县内埠人）6名党员。他们

在县城西北的报恩寺，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

式。

1933年4月，经中共洛阳中心县委批准，建立

中共河南省立临汝中学支部委员会，支部共有党

员7人，张有奇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受中共洛阳中

心县委领导，由支部书记张有奇与伊阳县共产党

员李林川单线秘密联系。

1934年5月，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临汝县党

组织因失去上级组织的领导而无法继续活动。但

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却影响了校内的许多

学生。

二、省立临汝中学的学潮运动
1934年春，时任省立临汝中学校长王福由，

治校严谨，办事公道，不畏权贵，对进步思想比较

宽容，在师生心目中既是品绩兼优的学者，又是

严慈相济的师长。由于他在招生中坚持以优取

人、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权贵。省教育厅决定将

他调离，任命刚刚视察过该校的省教育督学全国

体任省立临汝中学校长。

省教育厅的任命书，又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

不满。体育教师张子步、数学教师周法曾、美术教

师雷育斋等进步教师幕后策划，共产党员学生王

振东，进步学生王力民、马庆森、刘守礼、杨昌、刘

波涛、张中正、何善性、樊长庆等活跃在学生中

间。经过酝酿串联，一场“驱全留王”的学潮运动

全面爆发了。

当天晚上，100多个学生集合起来，冲破黑衣

警察的阻拦，直奔国民党临汝县政府。面对群情

激奋的抗议学生，时任国民党临汝县县长崔友

韩，不得不表面答应，第二天给省府去信，要求收

回成命，满足同学们的要求。

全国体到校半月后的一天夜里，王振东、刘

守礼、马庆森、何善性、王力民、刘波涛等40多名

同学包围了他的住室。经过同学们的勇敢斗争，

无计可施的全国体，只好写了辞职报告并交出学

校印章。

第二天夜里，同学们又集合队伍，到县政府

请愿，要求撤掉全国体。伪县长崔友韩假惺惺地

接见学生代表，答应向省府请示。

请愿后的第三天夜里，崔友韩以“煽动学生

闹事”罪为名，逮捕了杨昌、刘守礼、马庆森、刘波

涛等17名学生，关押40天之久。这次学潮，就这样

被镇压了。

在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省教育厅被

迫收回成命，答应同学们挽留进步校长王福由的

要求。这次学潮运动，锻炼了进步学生，为日后临

汝革命活动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三、省立临汝中学时事研究会成立及活动
1936年，全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动

荡。新任省立临汝中学训育主任徐逸民，思想激

进，秘密培养汝阳籍学生葛洛（现代著名作家。曾

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家

协会理事、常务书记，《小说选刊》主编等职务）等

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找他们谈话，介绍《向导》等

进步书刊让他们阅读。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逐步

形成。省立临汝中学的30多名学生，在徐逸民的

倡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时事研究会。葛洛参

加该会的组织工作，后来又被大伙推选为会长。

他们凑钱订阅《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杂志以

及《统一战线教程》《大众哲学》等大量进步书刊。

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举办学习讨论会，联合时局

谈感想、谈认识，学习革命道理，坚定抗日救国的

决心和信心。时事研究会的成员们，除了组织学

习外，还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宣传小分队，到城

关镇集市上和城郊农村，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

亡的宣传活动。

1936年寒假，大家都留在学校继续组织学习

讨论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起初，迫于国共

合作的政治局面，省立临汝中学当局对于时事研

究会的活动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随着政治形势

的复杂演变，学校当局便对进步学生的活动进行

压制。

当时，省立临汝中学有位东北籍的教师，名

叫刘去仇，抗日意识强烈，为人耿直，时常在课

堂上停止讲课，慷慨激昂地向学生讲抗日义勇

军的故事，宣传抗日。他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学

校当局却要解雇他。在他离校赴洛阳的那天清

晨，时事研究会的骨干们把大部分同学动员到

学校操场上，要整队为刘老师送行，以表示对校

方的抗议。学生队伍走到学校大门口，发现校

门已经上锁。葛洛和时事研究会的骨干拣来石

头砸锁，迫使学校当局派校役把校门打开，浩浩

荡荡的学生队伍，实现了为刘老师送行的计划。

事后，由于受到校方的干涉，徐逸民也不再公开

支持时事研究会的活动。1937年7月，时事研究

会会长葛洛因生活所迫，离开学校，该会自动解

散。

四、全面抗战时期临汝县教育界党员的革命
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八路军西安办事

处及中共河南省委等上级领导机关，派王象乾、

雷明等共产党员来临汝县进行革命活动。

1938年1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雷明以《解

放日报》《行都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临汝接替王

象乾的工作。雷明通过国民党进步军官杨福堂、

韩润甫的关系，在河南省立临汝中学、私立汝阳

中学等学校接触学生，了解进步青年，动员青年

学生胡克慎、毕澄溪、毕金溪、刘仁明（鲁山人）、

范景明、王恩众（河北人）、王化宇（王力民）、刘桂

林（刘波涛）、韩润甫、马云涛、裴国柱（时尧）等10

余人到延安抗大学习。

洛阳师范学生杜善行（汝州城区人），1938年

1月在洛阳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豫西特委负责人吴芝圃委派，回临汝县开展党

的工作。杜回临汝县后，在纸坊乡留王店任小学

校长。教书期间，发展教师王朝栋、于书策、王凤

娥、陈云度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4月，杜继

甫(汝州小屯人)在洛宁县立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

入中国共产党，经吴芝圃决定派回临汝县开展党

的工作。杜回原籍小屯乡李湾村，先后在李湾村

和周围各学校发展教师杜聚扬、杜波、马全、杜聚

才、王瑞林（鲁山县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

党员，在教学过程中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秘密进

行抗日宣传工作。

省立临汝中学总务主任马洁卿早年参加革

命活动，与省内外革命同志有联系，相继保护了

王晓舟、王润黎、张旺午、李协民、张晓初等革命

同志。学校教师大力宣传抗日，各科教学联系抗

日战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利用节假日编写壁

报、漫画刊物张贴大街，宣传抗日；利用地方集会

表演话剧、鼓舞，宣传鼓动民众抗日热情。

五、教师党员成为中共临汝党组织的骨干力
量

根据1938年11月召开的“渑池会议”精神，中

共豫西省委决定派中共伊阳县委书记何启光（现

名张德群）和参加“渑池会议”的贺崇升，到临汝

县组建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临汝县委。

1939年2月下旬，何启光从渑池八路军兵站

来到临汝，经组织介绍，住在临汝县城党员教师

杜善行家。通过杜善行与党员教师王朝栋、杜继

甫取得联系，发展青年教师李岱为中共党员。接

着，在杜善行家建立了中共临汝地委（代号信字

地委，辖临汝、鲁山、郏县、伊阳、嵩县、宝丰6个

县），何启光任地委书记，贺崇升任副书记，王象

乾、彦云为委员。同时建立了中共临汝县委，何启

光兼任县委书记，王朝栋任组织委员，李岱任宣

传委员，杜善行任统战委员，彦云兼任县委妇女

委员，杜继甫为县委委员。

根据中共豫西省委、临汝地委关于发展党

员、壮大党的组织的指示，中共临汝县委深入贯

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

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何启光在临汝县庙下小

学，通过地下党员庙下小学校长张永汉，做国民

党庙下区区长王召武的工作（王召武与张永汉是

朋友关系），加强临汝县西部庙下、临汝镇一带政

界和教育界的统战工作。王召武在党的统战工作

影响下，积极支持抗日工作。

1939年4月，共产党员李广兴到庙下小学任

教，在区长王召武的支持下，主办农民识字班，共

办两期，每期20人。在教学中，李广兴采用规定的

教材，在农民识字过程中，穿插抗日内容，教唱革

命歌曲，如“游击队之歌”“流亡三部曲”，还把延

安抗大校歌“黄河之滨”改为“汝河之滨”，在学员

中进行教唱，激发大家的抗日热情。并从识字班

中发现积极分子进行培养。

1939年7月，临汝县委委员、庙下小学党支部

负责人杜继甫，在纪念“七·七”事变活动时，利用

和国民党庙下区长王召武的统战关系，由王召武

主持召开“七·七”事变纪念大会，讲抗日救国的

道理，号召群众募捐。杜继甫还组织教师排演话

剧、书写和张贴抗日标语，使广大群众受到深刻

的抗日教育。

临汝县委组织委员王朝栋在蟒川乡半扎街

民权小学，发展武清理等5名党员。他们利用课

余时间，书写张贴抗战标语，传阅抗战书籍，进

行抗日宣传。县委妇女委员彦云，通过国民党临

汝县妇女会桂友筠等进步人士，在县城东关举

办失学儿童和妇女识字班，参加的妇女有几十

人。在学习班上讲抗日的道理，动员妇女参加社

会活动。

1939年，私立汝阳中学教师、共产党员王子

珍（镇平人）、何晓光、邓伯瑜（即邓典文，汝州人）

在临汝地委副书记贺崇升指导下，在进步学生中

传阅《解放》杂志、《列宁主义概论》等革命书籍。

他们在教书过程中，讲公民权利、讲抗日救国；讲

周恩来、邓小平、吴玉璋、邓颖超、王明五个参议

员的活动情况（当时是国共合作），组织学生写

“抗日三日刊”新闻，并领着学生在临汝县城内贴

过十来次抗战宣传资料。晚上，还组织学生演唱

抗日救亡歌曲等活动。

共产党员任正飞担任焦村学校校长期间，共

产党员李书田，经杜善行介绍到焦村学校当教

师。李书田向六年级学生记述《三民主义论》等进

步书刊，发展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焦

村党支部。

1939年，临汝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积

极、慎重地做好发展教师党员的工作，先后在县

城、庙下、焦村、留王店、半扎街等地学校，发展党

员40余人，全县党员达到49人。根据党员人数的

增加和工作需要，在半扎民权小学、庙下小学、留

王店小学、焦村小学建立4个党支部，在汝阳中

学、陕县高级棉科职业学校、李湾村小学建立3个

党小组。临汝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后，重点在学

校和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未完待续）

来源：汝州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