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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池
，目

我给徐自强送军款及后话

贾朝海口这 贾保宏执笔

我是鲁庄镇斜里庄村人，抗B时期在俺村当过两年多保

长。与乳县拉f:lðJ虫立噩噩自徐自强，有过一段交往，对我影响

很大，值得回忆。

那是在 1943 年(民国 32 年) ，我从陕西做生意回来，

巩县还没有沦路，是臣民党的一统天下。嚣为苛捐杂税多，

收差难，材里没人当保长。几个绅士要推荐我，我也执意不

干。后来乡〈当时叫嚣麓乡)公历的副乡长张维英，是我

的老姆，将委任状送到家里，我仍不接。直到村里的几个大

户承当，保证按银子数目交差，支持我工作，我才最后答应

下来。

我当保长的第二年春天，巩县论陷了。日本人占领了铁

路线和伊洛拇两岸，从东站镇到回郭镇都成了日伪军的地

盘c 国民党留亨的县党部、甚政府的要员，如挑云亭、李中

应等人，也打着抗日的旗号，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全甚各地

流窜。到秋天，皮定钧率领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从林

基出发，强渡黄河，来到巩县，在南部山区建立了抗吕根据

地。先后成立了巩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和现县抗日独立团。这



样一来，在巩县就形成了日伪军、雷民党、人路军三种势

力，互梧摩擦，明争暗斗。

我们村所处的地理位置，过去说是"上五庄"。就是回

郭镇南坡上的五个村庄z 苏家庄、念子庄、斜里庄、罗彦庄

和鲁庄。也就是从回郭镇到鲁庄这一丘鼓地带。再往南就是

山区，是人路军的地盘，往北是因郭镇滩，是日本人的地

盘。我的这个地区，成了三种势力互相争夺的中间地带。自

伪军、八路军、盟员觉土匪都想占领，又不敢常驻。都是突

袭一下就走。今天你来收粮，明天他来报款。这可苦了这一

带百姓。就连我们这些当保长的，还有那些地主富户，也得

小心翼翼，谨慎对待，只能够谁来应付谁。

自从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形势发展很快，革命武装迅

速壮大，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

高。不久，在鲁庄南部出区关帝庙材，召开过一次会议，各

村的保长都参加了，独立团副西长徐自强，在会上宣传拭目

的主张和党的政策，号召我们为抗日作出贡献。在这次会议

上，我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英明，主张正确，深得人心。同

时看到独立团的干部办事果断，联系群众，和蔼可亲。他们

和国民党乡公所的那些人就是不一样。虽然他们年轻文化不

高，但办事认真，作风严谨，纪律严弱，不由得使我产生了

敬畏心理。这是我和八路军的第一次接触，因此也认识了徐

自强团长。

进入冬季，我们"上五庄"的五个保长，都接到徐自

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涉材通过地下交通，一站接一站，

转到我们手中的。信的内容是独立团军费紧张，要我们每个

村限期给强立团送去两万块现金。接到这封信，对完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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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心中没有底，敢不敢完成，还心有疑虑。于是我和罗

彦定的李金旺、念子庄的徐书升、苏家庄的祖中浮这几个保

长，都集中到鲁庄保长张金章家中，商议此事。苏家洼的握

中浑说: "八路军远在涉村，咱不给他收钱，他们也不敢

来。目自离回郭镇很近，那里住着自本人，叫他妇知道了，可

不得了。再说，李中应就是自郭镇人，也不敢得罪。"还有

人耐和着说"快到年底了，收钱银难。咱先拖着，看情况

再说。"我和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我说:"日本人不敢得罪，

李中应得罪不起，八路军就敢得罪了?说他们很远。要想

来，那不是一夜功夫?真要来了，咱咋交待?我看还是收起

来送去为好。"你一言我一语，都拿不定主意。最后，鲁庄

的张金章下了结论，他说:"我看朝海说的对，谁也得罪不

起，还是枚起来尽快送去。"

过了几天，各村的钱都收齐了。我们又商量谁去送钱。

有个保长提议说:"我看朝海主张收，你年轻，你去送吧!"

别人都说可以。我说"世事太乱，带这么多钱，我可不敢

去。"张金章说"你年轻，身体好踏子灵，你就去吧。我

也跟你去。送这么多钱，万一路上出问题咋办。"就这样，

我们把各村收来的十多万现钞，→捆一掘整理好，进行伪

装，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鲁庄街上又买了二十根炸好的油

条，放上去，用一条土布织的红穗头手巾盖住。第二天一

旱，我和张金章都打扮成串亲或的模样，从鲁庄出发，往带

村方向走去。

由鲁庄里i涉拧，本应往东走，经侯地、张嘴寨、堤东、

东西村、翻山到夹津口，这是一条最!院的路。徨是，我们合

计着，这一带也是摩擦区，李中应的土匪武装，经常穿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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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在那里活动。万一碰上了，不但丢了钱，还有性命之危c

近路不能走就转山霍。我们决定从鲁庄往离，自曹河进出，

翻过五顶坡到张沟，再翻到圣水，越过东关岭，就到罗汉

寺，那里就是根据地，离涉村就不远了c

俺俩一出发. J合里就很紧张。他在前我在后，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就能互相照腰，又不能被人看出破绽。当时，最

怕在路上碰上黑探，又怕见到熟人。我掂着那一篮子钱，岳

里七上八下，跳个不停。我们又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地理不

熟，真铛出 lì可题。好不容易走到罗汉寺，又到夹津口。谁知

道，这一带连一个人影部看不到，问路都很难，心里更加紧

张。找不到徐崖长，这钱怎么办?我们就凭着这大致的方

向，翻一道山，涉一道水，不知绕了多少弯，才走到涉村

集。当时，巩县抗日民主县政府驻在上庄村，还得继续往前

走。太黯落山，才赶到上庄村。缸是徐盟长住在哪里，我们

也不知道，只好在一个饭店里停下来休息。

我记得，那个饭店的老板姓张。在和他的攀谈中，他似

乎看出了我们的来意。他说:"徐团长;好找，一喊就来了。"

张老板撮人，一会儿就领着徐团长进来了。徐团长一来，就

热情地招呼我的:"哎呀，这么远你幻咋来了?这几天日本

鬼子要搜出，路上很不安全。这里正坚壁清野，老百姓都不

敢出来。你们来有什么事情?写的信都收到了没有?"张金

章忙说..信收到了。来给惩送点东西。"徐团长高兴地说:

"什么东西呀?我看看。"我怡在这里交钱出问题，就顺手

把篮子上的手中掀开一个角。徐国长一看是油条，当即脸色

就沉了下来。不酣烦地说..大老远送这干什么?我急忙解

薛z"徐团长，到着急。先吃根油条唁再说。"我拍摄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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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过去，他既不搭理也不接，弄得一时很尴尬。没有办法，

我才把那油条一根一根都取出来，放在饭店的桌子上。当解

开包裹，那一捆一掘的现钞出现时，徐团长高兴地笑了起

来:"哈哈!真的送来了。任务完成的不错。上次开会就觉

得你们能干。这是你们为抗写作出的贡献。共产党、八路军

不会忘记你们的，政府不会忘记你们。要是先送油条来，我

可真要不高兴了。"

徐器长收了钱，还问了各村的情况，我们都一一回答。

最后，他又给饭店张老板交待z"今天晚上，他们住在你店

里，你要负责他的的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算帐。"徐团长

拿走钱，我的才松了一口气。一天的紧张、疲劳和饥饿，也

都全消失了。

又过了一段时窍，李中应、王殿臣的土匪武装，从侯地

流窜到俺村，葱、乎在仗坚固的寨墙负隅颜抗。强立团紧随其后

追过来，并将村子团团围住。在此情况下 ， ð!虫立团的子部吉

维学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进村作他们的工作，争取团结

他们一致抗日。读判进行了一下午，仍然达不成协议。因为

我是保长，双方都离不开我，到天黑谈判决裂，我将吉维学

送走。当天晚上，就在俺持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仗打到半

夜，独立围攻进寨子，土匪都从俺衬的:l~寨墙逃跑，直到清

易镇的明白寨。后来被独立团彻底消灭。这是历史上有名的

巩西南之战的一部分，算是后话。

俺村的保长，我干到 1945 年农历五月，到八另哥本就

投降了。 1948 年巩县解放后，我又到陕甘宁一带做生意。

后来在宁夏的吴忠市参加公私合营，成为国家职工。在

1958 年的肃反运动中，因为我当保长有民惯，被劳动教养

5 



三年，劳教结束后正赶上菌难时期，下放职工，我又被处理

返乡。粉碎四人帮，解决冤假错案时，我到原单位吴忠市百

赁公司，要求解决问题，遇到许多器难，我跑来跑去都没有

结果。有一天，我在回郭镇遇到康文汉，他在抗日时期，当

过国郭镇镇长，并与徐自强接触较多。在他那里，我了解到

徐团长的情况，才到喂庄找徐的亲戚，帮我转去了申诉材

料。最后，徐霞长给宁夏公安厅处理"三案"办公室写了

证明材斜，证萌我在抗臼时期的表现，宁夏公安厅于 1981

年给我平了反，我才能在原单位办了退休手续，井使女儿得

以接班。

这是我与徐自强副团长九十年来的交往过程。虽然，我

们只是在战争岁月匆匆见过两次霞，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

的印象。真没想到，给徐团长送一次钱，竟决定了我后半生

的命运。想当初，说是觉悟也谈不上，最多是个义务。也许

这就是缘份，是人生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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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43 天。到会干部 452 人，另有农民顾问 40 余人。区、营

级干部最多，县、团干部次之。

当时，巩县属豫西区党委第困地委领导。巩甚参加会议

的有县长徐宝森、第一区区长孟庆友、第四区区长熊安良。

巩县检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但都不是县、区领导的直接责

任。一是:四丹我九纵解放巩县，部队抵神堤，到刘茂思家

搜查枪支、弹药及其他财物，不意将:X1J茂崽母亲的棺木扒

出，开信搜物，未将尸体归还京赴。二是:押康店大地主康

宏猪〈举人〉之子康济吾(五十多岁，康百万家的人)在

解往温丢的路上，他不走，被解押人员就地处决。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 10 月 15 日传达了 9 月中央

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李雪峰分别在

9 月 14 a 、 10 月 2 日、 10 月 21 日三次作启发报告。

三年困难时期的特需供应

部成森

六十年代初期的 1960 、 1961 、 1962 年的三年西难时期，

是天灾大旱，粮棉欠歧，苏修逼债，美帝支持蒋介石叫嚣反

攻大陆，国家要备战的非常时期。当时墨家物资供应非常紧

张，机关、学校等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粮食供应每月由 27

斤捧到 21 斤，其它爵食品、蔬菜等物资都非常缺乏，自由

市场上拿钱也买不到能吃的东西，群众中出现了不少浮肿

7 



病，机关单位实行半日工作制。

当时我在县委统战部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对社会各界

知名人士及知识分子实行特需供应，以补充生活中的困难。

具体由县委统战部执行，通过满查全县符合条件可实行特需

供应的有 37 人，计划每月每人棋盘二JT红糖，二斤点心，

二条纸烟和其它一些黠食品〈副食品如本粉苗、萝卡干等

的供应是不定期的，根据每月由外调人的数量商定) .布

证、絮蠕证每年每人诧给职工干部的标准多发一份。

供应的方法是:每月我到县商业局计划赴领取票证

(当时商业局计:trJ上由李全庆同志办理).领到票证后，特

需人员单位在县城的我就直接送给他本人，不在县城的采取

通知该单位到县委统战部领取或用信件寄友。物资由县城糖

烟酒门市部供应。

特需供应时i泻，初开始是 1960 年 9 丹份，为保护老教

师的身体健康，县文教局对十名老教师供应了一些六昧地黄

丸等药品。 1962 年 3 月份开始由统战部对 30 名人员供应每

人每月二斤红糖、二斤点心、二条纸娼和一些副食品等。

1962 年 4 丹份供应人员自 30 人扩大到 37 人，其中 25 年

以上教龄的老教师 9 人，卫生界 15 人，文艺界 7 人，科技

界5 人，工商界 1 人。

实行特需供应后，不但给了位们生活一点补充，同时使

他们感到有无限的荣誉感。当时，有不少人给统战部写了感

激信。孝义医院老针灸大夫牛永福将供应的好纸烟放起来不

舍得抽，遇到看病的熟人就担烟拿出来笑着对大家讲:"在

这个困难时期，墨家对我银关心照腰，这是国家给我的娼，

请尝尝。"县工商联主任，县政协委员、省工富联执委钟祷

8 



仁先生将自己节约下的纸娼送给那人，并经常说共产党和政

府对自己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不好好工作能对得起谁。工

作上他处处带头，从没讲过困难，积极性非常高，这样一

来，在非常时期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关心，嘿厥产生的爱国情

结，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团结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需供应名单黯后:

一、教育界9 人:

李务本t 男，巩县二中教师， 26 年教龄，县政协委员。

再笑珊:女，乳县九中教辣. 27 年教龄。

崔宗白:男，乳县九中教师， 25 年教龄。

于在松灵:男，现县六中教师， 25 年教龄。

王植海:男，巩甚蹄莲教师，民盟成员二

自本道:男，孝义镇小学教师， 31 年教龄。

石宏衙:男，石家庄小学教师， 29 年教龄。

孙罐堂z 男，驻驾庄小学教师， 26 年教龄。

赵云龙:男，后泉沟小学教师， 25 年教龄。

二、医务界 15 人:

张西令:男，县医院老中医〈不吸烟)。

牛西山:男，县医院老中医，县人委委员。

杨才出:男，县医院眼科医生。

谢克宽:男，县岳王院西医内科医生，县政势委员 c

吴旋乾:男，县医院老中医。

王裕畏:男，城关医院老中医。

周云艇:男，鲁庄医院噩噩内科医生，县政协委员。

自清秀:男，孝义医院西医内科医生。

李现甫:男，孝义医院老中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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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永擂:男，孝义医院老针灸医生。

王定坤 z 男，孝义医院副院长。

王真敏:男，因郭镇医院西医内科医生，县政协委员。

曹克恭:男，因郭镇医院老中医。

杨天智:男，涉村医院老中医。

贺廷选:男，西村医院老中医。

三、文艺界 7 人:

李银成:男，乳县豫剧团副团长，县人委委员。

韦玉庆:男，乳县豫剧团黑头。

栗妞:男，巩县豫剧团老生。

赵中林:男，巩县豫剧团须生。

j寻德功:男，巩县豫剧团男丑，县政拚委员。

都建秋:女，巩县豫剧团青衣。

牛宝玲:女，乳县豫剧团女丑。

四、科技界5 人:

魏金水:舅，巩县电厂技师，县人委委员。

温春堂:男，乳县陶瓷厂技蹄。

李致新:男，孝义建材公司技蹄，县人委委员。

郑超文=男，孝义建材公司技师，自侨，县政协委员。

了小才:男，上庄煤矿技工，全国劳模。

五、工离界 1 人 z

钟树仁:男，县工商联主任，县政协委员。



巩县大办钢铁始末

郑世英

1958 年大办钢铁，距今己 44 年了。费，在我把回忆的情

况叙述于后，~示后人。虽今后不可能再花那样的错误了，

但也应以此为鉴，遇事要保持清醒头脑，多深入调查，多听

不同意见，避免在新形势下，再在"左"的错误。

1958 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拄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

195绍8 年上半年在全匮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继面又掀起了

"全面大跃进"的局面。这就是 1958 年的"三面红旗"。在

这种形势下， 1凹95骂8 年 8 月份又提出了"全国锅铁产量要比

I四95幻7 年翻一番

吨。在十五年内"赶美超英"飞，\。并提出在全E要"以钢为

钢，全面跃进"要求全党要第一书记挂蝉，钢铁升帐。

第一书记挂坤，加强组织建设。我甚当时归开封地区管

辖。东七县即开封、兰考、东明、祀县、尉氏、通许、中

牟，西五县黯萦阳、巩县，登封，密县，新郑。我县是个山

区，有煤矿、铁矿石，且交通方便，是开封地区的重点县。



地区成立了钢铁指挥部，自第一书记张申挂坤，办公机构设

在我县，白地委工业队长姜涛，副队长周化民具体负责。并

组织东五县(开封、兰考、尉~、远许、祀县) ，由县委书

记或副书记率领组成钢铁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我县。我县也

迅速行动起来，自第一书记冯少亭挂坤，和东五县的领导以

及我县县长张存尧组成了钢铁指挥部。下设指挥部办公室。

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撞出来到指挥部办公室任副

主任，东五县来的干部，我记得自开封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挠思择，其他县的马福元、朱荣祥、芦世宽等同志参加，负

责收集情况，上通下达，发简报等具体工作。

钢铁点的摆布，当时根据就地取材的精神在我县建立了

五个点，即五个分厂。即老庙出、小关、大略沟、涉村的铁

生沟、鲁庄的关帝商。分别由东西县的领导和我县的领导负

责。劳动力全是从公社平词而来，一声令下，组成十万大军

〈包括东五县〉奔赴钢铁前线。人员组织是按部队军事化编

织。部县为国、点为莹，下分连、捧 s 班。兵马未运，粮草

先行。这样浩大的队伍一齐上阵，吃、住都成了大问题，吃

的问题都是从各公社平调而来，由公社大队组织运送。住的

问题，自钢铁兵团搞出部分劳力，在附近的山上打小土窑。

盖的都是从家里带的薄衣被，较集些干草、玉米杆当铺垫，

堵门口御寒，冶炼场地都是沿石河建造c

办钢铁的条件极不具备。炼钢铁是一门科学，这样匆匆

忙忙组成大军，靠人海战术，对炼铁技术一窍不通。无设

备、无动力、无技术人才，炼铁炉是用煤油槽，用泥糊丽

成。鼓风设备是用木摄做成风霜用人拉动.技术人才是从农

村打过铁、做过犁雷的人抽调雨来。炼铁需要大量的矿石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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