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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能被绿水青山永远铭记？什么样

的人能为一方土地播下一种精神？

赵氏始祖造父便是这样的人。

3000 多年前，造父晚年归隐鲁山率领子孙繁

衍生息的赵村镇、尧山镇一带，赵氏子孙多达近万

人；而在赵村镇宽步口村，赵姓人口多达 600 多

人，占全村人口的一半。

在鲁山县的赵村镇、尧山镇、下汤镇、马楼乡

等地，至少有 30 多个与造父相关的地名：造父长

眠之地赵老嘴，早年寻获良马的桃林、东桃林、桃

林溪，晚年牧马的金马沟、马头崖、白马洞、马脸

沟、石马沟、长马沟、马连沟、牵马岭、西马沟、马盘

沟、马牙沟、马田沟、小马田沟、马蹄沟、马老沟、咬

马庙……

在这一片土地上，姓马的百姓并不多，但以马

命名的乡村比比皆是：马楼乡、马楼村、西马楼村、

大马庄、小马庄、马村、马家庄、马公店……

这些乡村为何以马命名？

在一个并不广阔的区域，竟有如此众多与之

相关的地名，这一切都在证明——一个真正造福

百姓的人，山河大地不会忘记。他的功德会在绿

水青山的记忆中、会在一个个永久的地名中，与大

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造父取骥之

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周穆

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

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

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大意是：造

父选取了骏马八匹，与在桃林得到的盗骊、骅骝、

绿 耳 等 名 马 献 给 穆 王 。

穆王让造父赶车，到西方

去 巡 视 ，会 见 了 西 王 母 ，

快 乐 得 把 回 去 的 事 儿 都

忘了。不久，徐偃王发动

叛 乱 ，穆 王 乘 坐 马 车 ，日

行 千 里 ，攻 打 徐 偃 王 ，将

他 彻 底 打 败 。 于 是 把 赵

城赐给造父，从此就有了

赵氏。

造父曾师从泰豆氏，

学 成 识 马 、驯 马 、御 马 之

术 。 一 日 ，造 父 游 潼 关 ，

得骏马六匹。当时，天子

车乘为八匹骏马，品种统

一，毛色无杂。造父又获

知潼关东南山中有桃林，

产天下名马，便向周穆王

奏 明 ，深 入 桃 林 寻 找 良

马 。 造 父 在 桃 林 中 风 餐

露 宿 ，入 蛇 蟠 之 川 ，闯 虎

穴之沟，终于寻获良马两

匹，合原六匹为两乘。周

穆王闻之万分喜悦。

据 造 父 后 裔 多 方 考

证，造父捕获名马所在的

桃 林 位 于 潼 关 东 南 方 向

的 河 南 省 鲁 山 县 尧 山 镇

桃林村周围，即十八垛原

始森林景区内。桃林村在伏牛山东段、尧山东北

20 多公里处，方圆数百里，峰峦叠嶂，植被茂密，

古树参天，溪潭相连，生态极佳。

清代学者毕沅指出：“《中山经》所云‘夸父之

山，北有桃林’矣，其地则楚之北境也。”楚国北方

边境的楚长城现还有大量残存，主要分布在鲁山

县尧山和嵩县木札岭一带，桃林就在其覆盖范围

之内。当地至今还留有桃林、东桃林、桃林溪等大

量与桃树有关的地名。可见，鲁山桃林是造父早

年选马的主要区域。

《赵姓通史》一书详细记述了造父归隐鲁山的

史实。造父功成名就，年老力衰，萌生归隐之念，

遂向周穆王请辞。周穆王感念造父之功且与之情

谊深厚，不忍他离去，可由于自己也已年迈，无力

御马狩猎，便同意造父归隐鲁山、放马桃林。造父

驾驭着周穆王赐名的八匹宝马，一路奔波，向桃林

进发。无奈桃林一带山高路险，行走困难，只好来

到桃林附近，滍水（今沙河）北岸赵村宽步口处。

这里土地平旷，水草丰美，是牧马的理想所在。遂

在宽步口一带随马自牧，形影不离，日出而牧，日

落而归，逍遥自在，快乐无比。放牧足迹，沟坎峰

岭、崖洞水潭、林溪美地，被当地百姓以马命名，于

是出现众多带马字的地名。

造父与当地百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当看

到百姓仍以原始方式艰辛劳作的情景，他便把认

马、养马、驯马、御马、用马之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乡亲们，减轻了百姓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

力。马文化由此推而广之，传之久远，造福无数百

姓。造父由此深得百姓爱戴和景仰，被誉为“马王

爷”。民间所传的“马王爷三只眼”，即指造父善识

良马、敏于洞察的慧眼。

为感念造父的功德，当地百姓将“马王爷”供

奉于白云寺。白云寺原为商周庙宇，供奉着人文

始祖太昊伏羲，乡亲们将造父供奉其中,与伏羲并

列，3000 年香火不断。

造父不仅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有远见的

统治者眼里，造父同样是一位值得景仰效法的先

贤 。 据《清 宫 秘 史》记 载 ，康 熙 五 十 六 年（1717

年），清圣祖仁皇帝玄烨曾驾临白云寺祭拜伏羲和

造父，留下了“万善同归”的题词。雍正五年（1727

年），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祯下旨重修白云寺，并铸

造大钟铭文记载。

然而，这座供奉着两位先贤的白云寺却被毁于

一旦。白云寺里的造父神像虽已消失，但百姓心目

中的造父形象永远不会消失，以地名为载体刻在大

地上、以星辰之名刻在星空之上的造父功德更不会

消失。天文学家曾以造父命名一种变星，并可用于

测量星际距离，因而造父星又被称作量天尺。

眼下，为了像造父那样造福万千百姓，一群忠

诚的造父后裔立志在始祖当年牧马的宽步口村、

沙河北岸打造一座田园小镇。这座小镇将以造父

文化为内核、以根亲文化为灵魂、以康养文旅为先

导，从而实现农文康旅一体、城乡良性互动、三产

融合、多方共赢，为鲁山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县域

经济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黄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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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爷庙沟村的由来
□贺中乾

平顶山北有两座山，马棚山和张寨山。这

里是旧时叶县与郏县的界山。两山之间有一道

山沟，沟西有一座古庙，名叫关爷庙，关爷庙附

近有个小山村，就叫关爷庙沟村。

关爷庙沟村的来历，当地有一个传说：古时

候，张寨山下有一户韩姓人家，只有父子两人，

父亲韩山林，人称韩石匠，儿子韩敬德，二十多

岁，因家贫而无人提亲。张寨山一带土地贫瘠，

十年九旱，种庄稼也是种一葫芦打两瓢。韩石

匠只好上山开石造磨，由儿子韩敬德赶着牛车，

走州过县，到外地去卖。

有一年夏天，韩敬德拉了三盘开好的石磨，

赶往邓州。正在乡间土路赶路时，突然一阵乌

云飘过头顶，接着便下起了瓢泼大雨。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韩敬德正急得没法儿，忽然看到

前边山脚下有一个小院，院内古柏参天，直入云

端。韩敬德忙甩了几下鞭子，来到大门前，不由

分说，便把牛车赶到了院里。他叫了几声，无人

答应，于是就卸了车，将牛拴在避雨处，只身来

到正屋，推门一看，原来是关爷庙。只见关爷身

材高大，满面红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韩敬

德早闻关爷大名，十分敬重关爷的为人，跪下便

磕起了响头。

这时，外面雨下得更大了，风声雨声连成一

片，韩敬德磕着头，对着关老爷默默祷告：“关

爷，您忠义双全，一身侠骨，叫人敬仰。今天，俺

来此地卖磨，天降大雨，泥路难行……”韩敬德

还没讲完，只听一声炸雷在院内响起，紧接着大

雨便停了，四野立时安静下来，只听见路边、地

头汩汩的流水声。

真神了。韩敬德赶忙又跪下，磕头感谢关

爷。他来到院里，此时已是雨过天晴，艳阳高

照，柏树被雨水冲洗得浓绿发亮，一派生机。韩

敬德赶着牛车，走在雨后的旷野上，心情像晴空

一样爽朗，一边赶车，一边感念着关爷的好处。

他想，要是能把关爷请回家，日日敬奉，那该多

好呀！

晚上，韩敬德投宿一家小客店。饭前，他燃

起一炷香，对着关爷庙的方向拜了三拜，说：“关

爷。俺想把你请到俺张家寨，俺给你盖庙修身，

保你香火不断，你要是愿意，就给俺显个灵吧！”

第二天五更时分，韩敬德做了个奇怪的梦。梦

中，关爷对他说：“你的一片诚意动人心弦，可

惜，我既受一方香火就要保全此处一方平安，因

此不能随你前往。你回家乡，我无以回赠，座前

宝刀就送给你吧！”说完，把青龙偃月刀交给了

韩敬德。

韩敬德惊喜不已，猛地醒来，梦中情景历历

在目，心中十分高兴。

赶紧卖石磨，准备早早回程。石磨卖了从

没有卖过的好价钱，韩敬德心中更是欢喜，便回

庙中，搬取宝刀。可是一想：“我若带宝刀，乡人

怎能相依？必须想个妥当办法才是。”于是，到

市上买了一口棺木，来到关爷庙，燃香祷告后，

小心翼翼地把青龙偃月刀取了下来，放入棺木

中，赶着车离开了关爷庙。这时，正好有一群香

客也来到关爷庙进香。一看，关爷座前丢了宝

刀。大家在庙内找来找去，也没见宝刀，有人

说，卖石磨的刚刚在这儿，一定是他偷去了。大

家连忙追上韩敬德，一齐逼问：“你这卖磨的，为

什么偷俺关爷的宝刀？”

“我一个卖磨的咋能办那事？不信，你们搜

吧！”

有人要打开棺木，韩敬德说：“不要打了，里

边是我父亲。我俩一起来卖磨，父亲得了急病

没来得及治疗就走了！”韩敬德说着，眼圈红红

的要落下泪来。

“不行，关爷丢了青龙偃月宝刀，如何降妖

除怪，保咱一方平安？”

韩敬德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人们将

棺木打开，心想：这下全完了。

吱呀一声，棺木打开了，人们围上来伸头向

里面看，只见一位白发白眉红颜的老者，安详地

躺在棺木中，慈眉善目，如入梦乡。这一来，连

韩敬德也呆住了。可一转脸，神气起来：“你们

可看清楚了，这不是冤枉好人吗？今天非得说个

清楚不中！”众人忙赔不是，韩敬德本就心虚，便

顺坡下驴，就此作罢。韩敬德日夜兼程，回到家

乡，向乡人夸耀宝刀。乡人十分感动，你一块砖，

我一块瓦，很快在马棚山和张寨山之间建起一座

关爷庙，塑造了威风凛凛的全身关爷神像，把青

龙偃月刀供在关爷身边。

从此，这座小山村也就有了名字——关爷

庙沟村。

一场雨后，空气清新，段庄村地里的花生玉

米种子在喝足水后争相探出脑袋，广阔的田野

生机盎然。

村子里，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广场旁，两位

老人在健身器械旁锻炼；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

房内，50 多位村民边说笑边做着假发；叶绿花红

的坑塘里，响起了悦耳的哇鸣声……

村庄南侧，有一座小院与村内的平房民居

风 格 迥 异 。 五 六 间 黛 瓦 瓦 房 ，墙 体 是 土 垒 起

来 的 。 小 院 的 大 门 上 挂 着 块 木 匾 ，上 边 写 着

“中共段庄支部旧址”。“平顶山市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就诞生在这里。”该村村委会主任段德

清说。

推 开 木 门 ，进 入 到 房 内 。“ 这 是 清 末 的 建

筑。”段德清说。

屋 内 摆 放 着 旧 桌 子 ，桌 上 放 着 一 盏 油

灯。这些摆设一下子把人带回到那个血雨腥

风 的 年 代 。 1928 年 的 一 个 夜 晚 ，大 革 命 正 处

于低潮时期，在这座清末民居内，段风和、段

语禅、段永胜 3 名青年面对党旗，抱着坚定的

信 仰 组 建 了 段 庄 党 支 部 ，段 风 和 提 任 第 一 任

党支部书记。从此，他们以此为根据地，传达

上级指示，指导当地革命，让革命的星火燃遍

中原大地。

段德清拉开紧靠墙边的一张橱桌，一个半

米高的洞口呈现眼前，同行的该镇工作人员弯

腰钻了进去。那是一道夹墙，遇上敌人来袭，可

以躲藏进去拉上橱桌。

据段德清介绍，段庄是个古寨，原名凤凰

寨，后来叫安良寨，如今还残存有寨墙遗址。当

年，党支部之所以建于此，就是因为该宅位于寨

墙下，遇有紧急情况，翻出院墙就是寨墙，寨墙

外是澧河，出寨墙顺澧河容易逃离。另外，附近

还有寨墙瞭望点便于观察。

一把烧毁旧社会秩序的
熊熊火炬

大革 命 失 败 后 ，在 白 色 恐 怖 下 的 血 雨 腥

风里，段庄党支部迎难而上，不断带动周边丁

庄、樊庄、兰庄、老鸦等村庄的革命活动走向

深入，形成了以段庄为中心的革命区域，在反

抗 地 主 阶 级 压 迫 和 剥 削 的 斗 争 中 ，促 进 了 党

组织不断壮大。

段庄党支部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

神，先后夺取了附近樊庄、燕庄地主的武器，壮

大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段语禅还在叶县常

村发展党员，建立常村党支部，并于 1928 年 7

月领导了摩天岭夺枪行动。叶县地下党组织

靠夺得的 7 支步枪和一支手枪，组建了第一支

地下游击队。1930 年冬，段风和还孤身一人前

往许昌，从国民党哨兵手中夺取枪支。这一系

列壮举，加强了党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打击和震

慑了敌人。

1929 年，段风和、段永健建立中共汽路（许

南公路）区委，继续推动周边革命活动。参加中

央举办的白区党员训练班后，1933 年春，段风和

调任豫中中心县委巡视员，负责长葛、临颍、叶

县等地的巡视工作。当年 7 月 8 日，段风和回到

叶县，不幸被地方反动分子残忍杀害，时年 31

岁。段永健曾任省工委交通员，之后在焦作煤

矿开展工人运动。

1934 年 1 月，段永健出席第二次苏维埃全

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

围剿战斗；1935 年被中央秘书处派回河南，组

织 中 共 叶 县 工 作 委 员 会 ；1936 年 又 赴 鄂 豫 边

区 工 作 ，先 后 任 确 山 县 、唐 河 县 地 下 县 委 书

记。段永健在确山石滚河东南小王庄与区委

书 记 研 究 工 作 时 ，不 幸 被 国 民 党 省 保 安 团 抓

捕。审讯中，段永健历经严刑折磨，始终坚贞

不屈，决不招供，展现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铮

铮铁骨。

革命战争年代的一座红色
战斗堡垒

“七七事变”后，王泽民、段永胜等人建立叶

县抗战工作团，段庄村成立分团。根据形势需

要，段语禅把村联防队整顿为段庄抗日游击队，

后与武楼、沈湾村及陈继尧部会师，经新四军五

师参谋长刘少卿宣布，组建为叶县独立团。这

时的段庄，已成为豫中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1938 年 5 月，段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时任

叶县县委委员的段永胜遭到反革命分子暗杀，

年仅 33 岁。段庄的又一热血男儿，为党的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0 年 5 月，中共豫中地委书记张维桢向

党 中 央 报 告 工 作 时 ，赞 扬 段 庄 党 支 部 有 很 强

的 战 斗 力 和 号 召 力 ，堪 称 豫 中 地 区 一 类 支 部

的 典 范 。 1942 年 秋 ，正 值 国 民 党 第 二 次 反 共

高 潮 之 际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的 徐 耀 三 到 叶 县 段

庄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时，看到双眼在狱中被

敌人致残的段永健仍顽强地领导群众开展武

装借粮的一幕，深受感动，回到延安后在《莽

原》上撰文，称赞段庄的革命斗争形势是“秋

天里的春光”。

一座锤炼和输送红色精
英的革命熔炉

抗战期间，叶县党组织先后选派 40 多人到

竹沟参 加 培 训 ，其 中 就 有 段 绍 勋 、段 文 采 、段

永健、段永亭等近 10 名段庄的党员。接受培

训后，他们奔赴不同的地方、战场从事革命工

作，后来不少同志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叶县独立团编入中原军区

第三军分区七团，许多段庄人参加了“中原突

围”。叶县解放后，在 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1

月县域初设的 9 个区里，段庄就有两位区长（段

语禅、段永新）、两位副区长（段威林、段发展），

他们为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段 庄 140 户 人 家 中 有 68

户 是 革 命 家 庭 。 在 艰 苦 的 革 命 斗 争 年 代 ，

段 庄 的 英 雄 儿 女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勇 往 直 前 ，

舍 生 忘 死 ，一 个 500 口 人 的 村 子 ，有 100 多 人

参 加 革 命 ，近 50 人 先 后 入 党 。 有 的 同 志 站

过 敌 人 的 火 鏊 子 、坐 过 老 虎 凳 ，但 是 任 何 酷

刑 都 不 能 动 摇 他 们 坚 定 的 革 命 意 志 。 在 腥

风 血 雨 中 ，段 庄 先 后 有 8 位 同 志 为 革 命 事

业 壮 烈 牺 牲 ，其 中 年 龄 最 小 的 王 庆 才 20

多 岁 ，正 是“ 一 片 热 血 染 党 旗 ，次 第 门 庭

尽 忠 烈 ”。

回首峥嵘岁月，段永干、段云香、常娃、段润

甫、段坤玉、段明文、段书云、段绍宗、段翠英、段

自力、段英武……从段庄走出来的革命前辈、革

命烈士和当代英贤，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

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光耀史册的历史性

贡献。

红色堡垒在脱贫攻坚战中
续写辉煌

红色段庄，革命堡垒。段庄曾是贫困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6 户 437 人。国家及省、

市、县出台的精准扶贫政策，覆盖到了这块红

色土地上。

2018 年 底 ，叶 县 投 建 的 村 级 光 伏 电 站 每

年为村集体带来 6 万元的收益。

2019 年，叶县投建村集体标准化厂房，引进

假 发 加 工 ，50 多 名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每 月 挣 到

2000 元。

…………

贫困户段军营两年前用小额贷贷款买羊，

如今拥有羊 100 多只，去年光荣脱贫。创业青

年郭晓鹏 5 年前开始种植的果园，如今被培育

成扶贫基地，吸纳 30 多个贫困户就业。目前，

该基地正向休闲农业观光基地转变。

叶县各级政府整合多项资金，整修了村里

的道路，建设了党群综合服务中心，铺设了网

络，让段庄党支部有了新的办公场所。建设文

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械，亮起路灯，还建起文化

中心，配备文化专干，有了专业的保洁队伍，

2019 年段庄退出贫困村之列……

为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该村成立了集

体合作社，在流转土地种植高效高质农作物的

同时，还在上级支持下，酝酿招引深加工项目，

向着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目标迈进。

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了来时的路。段庄

英烈的事迹，无论何时都应该铭记。在市老促

会等部门的支持下，2018 年投资 200 多万元建

起段庄革命老区纪念馆，通过文字、实物、雕塑

等形式，记录、展示第一个党支部及段风和、段

语禅等段庄英雄儿女的英雄事迹。

目前，该展览馆已经成为红色教育基地，仅

去年就接待 8 万余名参观者。他们面对先烈重

温党的誓词，接过先烈的旗帜，为新时代中国的

经济建设谱写新的辉煌。

（本报记者 杨沛洁/文图）

红色段庄 光耀史册

■阅读提示

叶县叶邑镇段庄村，是中国共产党在

平顶山地区第一个农村地下组织的诞生

地。1927年 4月，段庄进步青年段语禅在

前往武昌参加由毛泽东、邓演达主办的

农运讲习所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6

月，段语禅回到叶县，在县城文庙创建了

叶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叶县小组，

后改建为中共叶县支部（直属中共河南

省委领导），段语禅任党支部书记，他是

叶 县 党 组 织 的 创 立 者 和 早 期 领 导 人 。

1928年 3月，段语禅在段庄村发展青年农

民段风和、段永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

立了平顶山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段

庄党支部，段风和任党支部书记。中共

叶县小组和段庄支部的建立首开叶县红

色 记 录 ，也 居 平 顶 山 地 区 建 党 记 录 之

最。党支部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同地主

恶霸、土豪劣绅进行“要饭吃”“要衣穿”等

不同形式的斗争，取得丰硕斗争成果。

段庄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如星星之火，带

动叶县南半部广阔农村革命斗争风起云

涌。这个党支部几十年来一直是段庄村革

命和建设的红色堡垒。

中共段庄支部旧址

为躲避国民党抓捕而设的夹墙

村民在村集体经济果园里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