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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信》（简称中共中央十二条），对人民公社

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

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

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

副业，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认

真实行劳逸结合；进行整风整社等问题

作出了明确指示。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

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

示》，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

决心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强

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的瞎指

挥风”（习惯称“五风”）。为贯彻中共中央

的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制定了《关于人民

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

（草案）》（简称“省委十条”），针对人民公

社在实践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解

决问题的政策规定。此后，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了以反“五风”整顿领导干部工作作

风、整顿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为内容的整

风整社运动。

11月19日，中共临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和省委、地委的部署，召开四级干部扩

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十二条”和“省

委十条”，以“彻底揭开‘五风’盖子，扭转局

面，全面安排好社员生活”为主要内容，开展

全县的整风整社工作。大体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为反“五风”转变各级干部作

风，纠正“一平二调”错误。第二阶段是贯彻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

六十条），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临汝县作为洛阳地区整风整社试点

县，洛阳地委派出工作组到临汝县指导

整风整社工作。县委抽调30多名干部组

成工作组，各公社抽1名副书记和洛阳地

委工作组一起，选择“五风”严重的寄料

公社杨楼大队作为整风整社试点队。同

时，县委分别在“五风”严重的陵头公社

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尚庄公社派出工

作组进行试点。运动开始首先对全县各

公社进行划类。划类标准是：一类社队，

组织队伍基本纯洁，“五风”不严重，群众

生产生活比较好；二类社队，干部不是坏

人当道，但“五风”严重，群众生产生活不

好；三类社队，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当

道，“五风”严重，土地荒芜，粮食减产，饿

死人、病死人多，社会秩序混乱。县委根

据不同类型的社队，采取了不同的工作

方法：一类社队不派工作组，只派人督促

检查，宣传政策，处理“一平二调”，纠正

“五风”；二类社队，从反“五风”入手，组

织干部、群众背靠背提意见，先解决内部

问题，再解决外部问题；三类社队，主要

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抛开原有党政领

导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先清除混进干部

党员队伍的坏人，夺回“五权”（党权、政

权、兵权、财权、吃饭权），完成民主革命

补课，再处理“一平二调”，纠正“五风”，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整风整社工作始终在县委领导下，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十二条”和“省委十

条”，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充分发

扬民主，依靠农民群众，既轰轰烈烈又扎

扎实实地进行。具体作法是：①通过访贫

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上压下挤，大

揭“五风”盖子，分清敌我，扫除敌对分

子。1961年1月26日，县委在寄料公社杨

楼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理了社队

干部中11名蜕化变质分子，达到“先震惊

后镇静”的斗争效果，对广大干部群众造

成了很大震动，扭转“五风”错误泛滥的

局面。②纠正“一平二调”错误，落实政

治、经济双兑现。各公社、大队分别召开

兑现大会，对“一平二调”社员群众的物

资70%进行退赔兑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

活秩序，团结广大社员群众，安定了民

心。③整顿社、队各级组织，夺回“五权”，

普遍建立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社员代表

组织，整顿公共食堂管理制度，提高饭菜

质量，改善社员生活。到1961年5月全县

停办公共食堂。④在反“五风”斗争中，对

犯错误的干部根据错误性质区别对待。

一是对那些不能和坏人划清界限的人和

官僚主义分子，送集训班学习，不限制行

动自由。二是对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分

子、打死人、逼死人命的，送特训班受训，

限制行动自由。三是对错误严重者撤职

查办。四是对触犯刑律者逮捕法办。从

1960年11月到1961年3月，共集训432人，

特训124人，逮捕法办11人。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

六十条”）并颁布试行。1961年5月10日至17

日，中共临汝县委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

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广州会议和省委

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研究贯彻“农业六十

条”的具体方法。会后，县委在骑岭公社范

集大队进行了试点。此后，县委把贯彻“农

业六十条”作为整风整社主要任务，在全县

普遍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

级集体所有制，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土地、耕

畜、农具、劳力“四固定”，实行“三包一奖”

（即包工、包产、包成本投入、超产奖励），落

实了按劳分配制度。县委坚决贯彻落实国

家对粮食实行“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

和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小片荒地。同时，

调整了社队规模，1961年6月，将原来全县

10个人民公社改为11个区（镇），下辖44个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由原来的211个调整为

371个，生产队由原来的1559个调整为2702

个，把社、队规模调整到与农村生产力相适

应的水平。

1961年8月，县委对在反“五风”运动中

受到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社队干部进

行甄别复议，划清政策界限。对处理错了的

干部进行平反，澄清思想，增强团结，充分

调动了社队基层干部的积极性。1961年底，

整风整社基本结束后，全县又开展了以爱

国、爱党、爱社、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物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认

真地进行整风整社和贯彻“农业六十条”，

从1962年开始，临汝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步走上休养生息、

有序发展的轨道。 来源：汝州党史

汝窑纸槌瓶为汝瓷的经典器型之一，北京故宫博

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北宋汝窑奉华纸槌

瓶，高22.4厘米、深21.9厘米、口径4.4厘米、足径8.6厘米，

圆口，束颈，斜折肩，口缘钤以铜边，瓶身为直筒形长

腹，腹下略收，底部有明显5个支钉痕迹，属直口式纸槌

瓶。该器物通身天青色，釉面色泽温润、开片均匀，釉色

如玉晶莹、滋润自然，胎釉结合紧密，扣声如馨。造型深

沉内敛、理性风雅，线条流畅大气，且釉色纯正典雅，开

片唯美单纯，是少有的汝窑珍品。

汝瓷的烧制工艺起源于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晚期

达到顶峰，是中国传统瓷器的文化代表。汝瓷风格独

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今，汝

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展现

了其在陶瓷艺术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而汝窑作为

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的官窑，虽然存在的时间较为短

暂，但是烧制的瓷器造型典雅大方、釉色莹润晶莹，审

美价值极高。其中，被称为“汝瓷”的御用瓷器数量稀

少，更显得尤为珍贵。北宋汝窑奉华纸槌瓶底部支钉痕

清晰，且刻有“奉华”二字。奉华全称为奉化堂，是南宋

宫室中德寿宫的配殿，也是高宗宠妃刘贵妃的居所，故有论者据此推

论此件器物即为当时宫廷用器，使其承载了更多时代的审美价值与历

史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纸槌瓶亦称直颈瓶，大致被分为盘口式、直口式、弧肩式三大类，

流行于宋代，并深受宋代统治者青睐。北宋汝瓷大致有文房、食物装

饰、礼器3种用途，在宋代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历史审美影

响，宋代汝瓷造型大多质朴沉稳，纸槌瓶就是其审美影响下造就的经

典产物。北宋汝窑奉华纸槌瓶为直口式纸槌瓶代表，以玛瑙入釉，色泽

厚润如脂、似玉晶莹、随光变幻。虽无过多装饰，但整体静谧和谐、含蓄

雅致，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性，而且是宋代理性文化与高雅趣味的表

达，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国陶瓷工艺的宝贵遗产。

来源：平顶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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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寺塔是坐落在法行寺内的塔，而

法行寺也因有此塔而俗称塔寺庙。塔寺庙

早已不存在了，但法行寺塔依然高高矗

立，并于2006年5月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法行寺塔建于唐代，高30米，塔平面

呈方形，上为八角形涩檐九层，顶部于塔

刹座上立宝珠形铜座，塔身南壁辟圆券

门，门内设立行塔心室可达第二层，室顶

用迭涩砖层砌筑。塔身下为方形，上为八

角形，造型奇特。从方形塔身和八角形的

迭涩密檐分析，可能是因历代重修所致。

九层迭涩密檐颇具宋、金特点，似为宋、金

时加筑，但塔身的壁画砖，虽经多次抽换，

外型仍保留有唐代风格，故此塔当始建于

唐。

塔上敬有三皇姑，民间有三皇姑锁蛟

的美丽传说。

传说上古时期，汝州一带有蛟龙作

祟，水患严重，良田被淹没。上天派三皇姑

下界捉蛟，把蛟捉住后用铁链锁了起来，

为了使蛟龙不再作祟危害百姓，便挖一深

井，囚于其中，用铁链拴于一块巨石上，压

住井口，井上又建宝塔一座，使其永远不

得出世。于是洪水不再泛滥，人民的生命

财产才得以保障。1945年汝州沦于日本侵

略者的铁蹄之下。日本人要扒掉这塔，但

听老百姓说，如果扒了这座塔，蛟龙就会

出来作祟，蛟龙到哪里，水就到哪里；蛟龙

跳多高，水就涨多高。日本人信佛，没敢行

动，于是塔就被保存了下来。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我 与 陆 浑 的 不 解 之 缘
赵进步

法 行 寺 塔

老犟药
我上高一时，父亲就带着我们庙下东

片的民兵连，会战在陆浑灌区伊川前富山

隧洞开凿工地。他们接受的工段正好在地

下的一处岩石里通过。从打竖井到设计渠

底，再向两端开掘推进。那个岩石硬得很，

全靠炸药爆破开凿，人工出渣提运出井。

其艰苦、危险，出大力、流大汗不言而喻。

父亲倾力组织，严格要求。带头前冲，工程

质量进度安全措施得力，技术过硬。成了

全陆浑灌区的先进模范。被当时的“河南

省陆浑灌区民兵师”授予“庙下硬一连”光

荣称号。

趁着暑假，我怀着急切探知的心情，

去伊川葛寨前富山工地看望父亲，和他带

领的父老乡亲施工队伍，更是要看一下令

人神往的地下那一块大石头。

硬一连有文寨、湾子、寺上、春店、黄

寨五个大队一百多名青壮民兵组成。父

亲是指导员。另四个大队各出一名任连

长，分别管理生产、安全、供应、后勤吃

喝。有寺上许海潮、春店李改名、湾子王

老三、黄寨张召宗。还有司务长是寺上的

王二虎，比较年长，我叫他伯伯，其余的

都是叔叔了。改名叔叔给我找来胶靴和

柳条安全帽，海潮叔叔亲开卷扬机，我坐

着吊笼（其实是站在铁架焊成的方筐

子）、手抓紧吊笼系索，就下到了井底。两

端工作面已经开凿几十米了。上导洞有

部分已经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完成，工人

们有了一个安全的地带。工作面上有人

掌钎，有人轮锤。叮叮当当在凿炮眼。有

人铲石渣装斗车，再推到提升吊笼处，提

到地面。再转运至计划好的沟填处。

根据技术安排，打炮眼和铲运石渣

可以同时进行。待到炮眼凿成，开始装

炸药时，现场就只剩下放炮手了。他们

认真仔细填好炸药、安装好雷管和导

线，检查无误立即升顶。改名叔在保险

箱里拿出大约有六节干电池连起来的

棒子，再一次确认现场安全后，即将两

根导线分别按到正负极，瞬时起爆。待

硝烟稍散，清理凌空面做好安全检查处

理，新一轮清渣打炮眼就又开始了。

看着火热的施工现场，感觉到在毛主

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力量之伟大。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86000

多座水库，还有与之配套的桥涵闸路，是

干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正应了老人家那

句“劳动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72年年底我高中毕业。正好是陆浑

灌区东二干渠会战工程打响。过了农历新

年，我就跟随我村的会战民兵连，赶赴下

鲁村工地，参战施工。先后做了施工员、保

管员、卫生员至1974年秋，东二干渠土石方

工程开挖完毕。

1974年秋，省里批准成立陆浑灌区东

二干渠管理处。经各营推荐和县指挥部内

查外调，并经过严格体检，从参加施工队

伍中招收35名以农代干管理人员。从此，我

正式成为陆浑灌区的职业管理人员了。

1975年9月份，河南省陆浑灌区工程指

挥部和武汉水电学院共同开办7·21水利工

人大学，我又荣幸地被推荐经选拔入学。

通过十几门的专业课程学习，并且和武汉

水电学院其他班级共同在陆浑水库现场

实习。结业考试以东一干渠的水力水工设

计和现场实地勘察测量，和工程量计算成

果，真正达到学以致用。根据当时的政策，

我们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又回到了东二

干管理处。以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灌区水

利事业服务。经我设计施工的渠道、闸门、

生产桥涵，遍布灌区各地。多次任教开办工

程管理培训班。自己努力，得到各时期的领

导好评，做过科长段长，获得过“新长征突

击手”称号。

后来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我辞

职离开了心爱的陆浑灌区工程。真是天意

造化———我的老师高昌侠已经从陆浑灌区

指挥部副指挥长调任洛阳地区水利局局

长，许道和老师调任黄河水利勘察设计院

院长，我曾经参加许老师设计组，配合设计

安沟流渡槽沉陷修复工程设计。许老师这

次又受命去做水利局工程处处长，并向灌

区指挥部求助工程技术人员。我的学友朱

自正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告诉陈敏总工程

师。陈敏老师毫不迟疑给我写了非常美誉

的推荐信。许老师看到持着推荐信到来的

是我，非常高兴。工作中给予我充分的信任

和支持。他聘请了好几个人，试用期不到就

辞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工程处委会直接

定了月薪90元，大大缓解了我举家度日的

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陆浑灌区指挥部

与武汉水电学院沟通，给我们这批学生补

发了学历证明和毕业证书。

可以中肯的说，没有陆浑水，就没有我

的光辉岁月。没有陆浑灌区，就没有我的大

学梦想和现实。陆浑水灌溉着我家乡的农

田。如今我退休在家，吃着陆浑水灌溉得来

的果实，心里的香甜，是那么的快意舒坦！

谢谢你，我情系一生的陆浑！

岳克恭虽成名医，然常忆贫穷之苦，与小商小贩等贫穷之人交往

甚密，就有求必应，且有钱无钱皆给药，所亏本钱则加于富者。群众赞

为：“穷人吃药富人打钱。”

纸坊街有个药铺掌柜，头晕恶心，四肢无力，半月内服药无效，特

去请他医治。他诊断后说：“五十两包治。”掌柜虽不愿意，但也只好照

数银。岳开的处方是：甘草半斤，水煎服。掌柜虽怀疑甘草不能单用，也

只得按方服药，服后竟霍然而愈。患者问其原因时岳克恭说：“要问原

因，还得五十两银子。”那掌柜想领高教，又照数付银。岳克恭对他讲，

因他长期在药房行走，引起了药物中毒，所以吃什么药也不行，甘草能

和解百药，故能治病。事后，岳克恭这次治病的一百两银子存于一家药

铺内，让穷人免费取药。

岳克恭为人耿直，不畏权势。暮年在开封行医，闻家乡瘟疫流行，

又制方寄回，公布于众，人皆

感颂。其方流传至今，仍有奇

效，人称“老犟药”。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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