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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2014 年 7 月 7 日中文国际频
道《中国古树》栏目专门介绍了郑州位于
荥阳境内的一棵古橿树，十分神奇，被誉
为植物活化石，以其独特的生长位置曾经
发挥过独特的作用，被当地群众称作“英
雄树”。2014 年国庆期间，朋友开车邀我
前往一睹古橿树风采。

古橿树位于郑州西南荥阳市庙子乡
境内，距郑州市区近50公里，在环翠峪风
景区内。这里是嵩山北部余脉，月牙形封
闭峡谷，区域内生长有30多棵古橿树，最
高树龄两万年。“峪”字十分形象地道出环
翠峪的地形地貌，长长的山谷，绵延曲折，
开车盘旋而上，虽不陡峭，但也曲曲拐拐，
拐弯处一崖障目，全看不到前方道路，险

情不断。这里群山环翠，重峦叠嶂，石怪、
洞奇、林美、景幽，层层山坡长满了各种树
木，最耀眼的当属挂满枝头红灿灿的柿子
了。我们一路寻觅古橿树，找得很辛苦。
问路人，路人遥指山色空濛树繁处，车开
到半山腰，竟错过了。又折回到风景区门
口，有些失望。听人指点后再回转，最后
问到在农田里掰玉米的老者，他爽朗地哈
哈大笑说，你们多跑冤枉路了，古橿树就
在这块地的崖头。他用手一指，古橿树就
在眼前。

我们怀着敬仰之心，慢慢走近这棵
古树，只见它枝叶繁茂，傲立岩头，树高
有 12 米，树根深深扎于崖内，东西冠幅
17 米，南北宽幅 20 米，胸围 310 厘米。

生命力异常旺盛，绿冠巨大过伞。老者
鹤发童颜，他介绍说，这棵古树在抗日
战争中立过大功，它的下面有三口窑
洞，是当时的八路军后方医院，橿树以
其天然隐蔽，遮阳避雨，默默庇护，使得
一批批八路军伤员伤愈后归队杀寇。
我们沿着古橿树旁边向下的台阶，缓步
走到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前，驻足瞻
仰。上边木牌介绍了这段历史，并对古
橿树作了说明，这棵树树龄达六千年，
比黄帝时代还要早。窑洞门窗简易且
老旧，外边墙壁为山石砌平，年深日久，
颇显沧桑。抬头望古橿树，树干树枝，
密密匝匝，绿叶婆娑，郁郁葱葱，它张开
臂膀，默默地庇护着这寂静而神圣的院

落。这时，我耳旁蓦然响起了游击队之
歌的旋律：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
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烽火连天的抗

日战争年代。1996 年这里被共青团郑州
市委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的寻找
虽然有些曲折，但最后还是看到古橿树的
真容，收获颇丰，不虚此行。

古橿树被誉为“英雄树”当之无愧。

郑州西南以前有个都市村庄叫黄
岗寺。据村中老人说，解放前后，村舍
还是寨墙四围。门楼下面有匾额，上书

“黄岗寺寨”四个大字。黄岗寺的古寨
墙是土夯寨墙，外围是深寨沟，如同护
城河紧绕村落。寨墙在其衬托下，更显
得高大壮观。寨楼青砖蓝瓦，寨门门钉
排布。战乱期间有寨民日夜把守。寨
墙寨沟上世纪 80 年代还有遗迹。寨沟
里经常唱大戏，寨墙寨沟里聚满了前来
看戏的乡民。

村寨离当时县城十五里，扼守西南
门户，战略上易守难攻。由于地形复杂，
到处沟壑纵横。寨墙把村落围得严如铁
桶。笔者祖母回忆说：村里经常来这拨
那拨的军队安营扎寨。房屋总被无条件
强行腾出来驻军。其时周围仅此一大
寨，离县城且近，很适合当作兵营、粮仓
和军械库。

牌坊街荆氏宗祠前树立的纪念碑讲
述着清末寨民支援革命党反清的英雄壮
举和日寇疯狂制造“黄岗寺惨案”的滔天
罪行以及国民党军的黄岗寺战斗。

其一，抗清兵，保家园，乡勇义薄云
天。旧历辛亥孟冬，武昌起义爆发，民主
革命风起云涌，清军节节溃退北逃。清军
残部一千余人等，盔斜缨歪，衣甲飘零，逃
经黄岗寺。鞍马劳顿，见此大寨，不由欣
喜若狂。清军将领一声军令，兵临寨下，
立时群寇人欢马叫，声言抢米夺粮。村寨
危在旦夕。面对强敌，训练有素的寨民毫
不畏惧，将寨围按六十四卦分段，每段各
设正副段长各一，统领乡勇十余人，誓与
村寨共存亡。寨墙上旌旗招展，锣鼓震

天。寨民们抄起家伙：土炮，桑杈，鸟铳，
铁叉等农具顽强反抗。敌军荷枪实弹，多
次疯狂反扑，仍久攻不下，对峙持续三天
三夜，清军迫不得已，另计夜间偷袭。寨
内上下人众早有防范，纷纷将爬城军撺刺
下去。清军计无所出，望寨兴叹，只得放
弃北逃。

其二，陷国难，遭屠戮，惨案血雨腥
风。1941年10月，日寇侵中华犯中原。4
日郑州沦陷，12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进
犯黄岗寺寨。综合有关史料：上有飞机轰
炸，下有大炮、机枪射击。村民伤亡 57
人。日军进村后，将村民集中在西门的奶
奶庙外的古树下，周围架起 4 挺机枪，从
中挑出 11 人，押送到村北齐礼阎村的一
间草房屋里，纵火烧死，共烧毁房屋 1776
间。村中徐老四之妻曾目睹一孩童被日
寇剖腹割耳于西寨门洞内。这就是日寇
制造的“黄岗寺惨案”。

其三，斩寇仇，收山河，战斗血肉横
飞。1941 年 10 月，贺粹之奉命把 81 师转
移黄岗寺一带。31 日，日军以主力对其
进攻。据史料记载：日寇开始以飞机轰
炸和炮击，掩护其步兵数千人向 81 师猛
攻。但在中国守军强大火力网前，日寇
被多次击退，直至黄昏才接近阵地前沿，
约数百名敌人强攻进入寨内，贺粹之亲
率手枪连赴前线督战，突入寨内，把其尽
数歼灭。并在黄岗寺北门外当场击毙日
寇大佐小林联队长及其以下官兵 300 余
名。次夜，第三集团军全线发动反击，日
军溃退。

黄岗寺寨故事很多，有待考究。笔者
所知甚少，仅记二三事以飨读者。

现在，我在回忆王黎之同志50多
年前的“三个一百万”与“小片荒”而引
发了一个城市风起云涌的“全民种菜”
运动，我仍感到“全民”的辽阔存在，岁
月冲走了许多东西，最纯净的留了下
来，那就是人的真情与责任。有它，才
能经历，才好承受，“全民种菜”为我们
的后人承受与担当了一个时代的苦难
和牺牲。

1959 年，天灾人祸一起来，天大
旱，苏联“老大哥”撤走专家，逼债要
钱，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还账；大庆油田
刚立下井架，汽车没油烧改用煤气，公
交车顶挂个煤气包，远看像个巨大的
骆驼；城市居民口粮标准月均 24 斤，
农民年均毛粮300斤，见面问候：你今
天吃几两？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也实
行统购包销，天二两菜、月二两肉、四
块豆腐乳、半斤豆腐、半斤粉条，其他
火柴月两盒，针头线脑都凭票。

中国大地笼罩在饥饿之中，难熬
的岁月里，有了两束光芒。

党中央发号召：1960 年 2 月 16
日，红头文件下发到全国基层党组织，
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全民种菜”，并
强调“只种了蔬菜还不够，还要大种特
种瓜菜，以代主食”。

《人民日报》发声，1960 年 7 月 9
日的一篇社论《大种瓜菜，以代主食》
中要求：“城市要利用小片土地，开荒
种菜补不足”。

党中央红头文件下发，权威报纸
发声，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黎之同志站
了出来，抓菜，种菜，落实党中央的指
示干了三件大事：召开全市党的负责
同志会议，提出“要像抓工业一样抓种
菜”、“寸土必争，寸土不让”。1960 年
7月20日，黎之同志将自己推出来，他
说：要想当好第一书记，每天要保证三
个一百万，即：有一百万斤粮，一百万

斤菜供应市民，还有一百万斤大粪拉
到城外。在 1959 年 12 月党政负责同
志会议上，黎之同志提出：像抓工业一
样抓种菜。书记挂帅，大种蔬菜，又落
实了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学校、街
道、地头、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约 10
万亩，种植蔬菜品种，各单位自己定，
菜籽由蔬菜公司提供，种菜面积、品种
要上报市委。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是
多么具体啊！

第二件大事，黎之同志将《郑州晚
报》总编请来，商定如何宣传“全民动
员，大种蔬菜”。党报《郑州晚报》连发
十论，大讲种菜。

1959年12月，全国绿化工作会议
在无锡召开，郑州市榜上有名，全国绿
化先进单位，头上有桂冠：绿城。而在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里，绿城又多
了一绿：菜绿。

第三件大事是建十大国营菜场。
黎之同志率员到郊区调研，先后建成
贾寨、常寨、毛庄、须水等国营菜场。
抽调 40 名县级干部充当菜场党委书
记、场长。

“全民种菜”郑州郊区已开常年
菜田 112000 亩，城市居民开荒种菜
101200 亩，加上保护菜田 67000 亩，
全市日上菜总量达 29000 万~38000
万斤。城市人口按 100 万计，人均近
3 斤，居民凭票、蔬菜随便买。多种
瓜菜已代了主食。

“三个一百万”“小片荒”是黎之同
志的作为，是郑州这座城市的生机和
希望。种下生机和希望的黎之同志
1970年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专抓农业。

王黎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2014
年 3 月 28 日 7 时 35 分在成都逝世，享
年93岁。生平介绍中有：曾任中共郑
州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三任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郑州第三棉纺织厂，1954 年开建。
占地约3万平方米，厂房和办公楼坐北面
南，整个厂区是经过规范设计，整体中心
对称布局，以棉纺路为界，配置生活区，形
成完整的多功能社区。

郑州第三棉纺织厂旧址的大门和
办公楼的设计，空间布局、建筑形式、色
彩搭配、材料运用，都是属于 1950 年代

“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建筑方针指
导下的风格，辅以中国式的建筑细部，
反映了那个时代全国建筑仿照苏联建
筑的一个缩影。

郑州三棉曾是郑州纺织业辉煌的代
表，三厂大门和办公楼、部分住宅楼，至今

一直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建筑模式，这样的
建筑群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郑州的社会经
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痕迹，见证了郑州

“西城文化”的发展。
2009年6月，郑州市政府把郑棉三棉

旧址改造列入市“十二五”规划，筹划兴建
“郑州纺织工业博物馆”，以郑州三棉为核
心保护区，保留厂门、核心厂房、办公房及
部分住宅等建筑，通过对建筑本体的保护
展示和内部陈列，完整展现郑州的纺织工
业史，和工业化初期郑州在纺织、机械等
领域取得的成就，以此再现郑州纺织工业
的发展轨迹，唤起人们对郑州那段纺织时
代的美好记忆。

寻访郑州“英雄树”
□袁臣广（原郑州轴承厂厂长）

兵火岁月黄岗寺
□荆建利（郑州市中原区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