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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寨主兴家立业
在汝阳刘村， 至今流传着老寨主的故事和传

说。
老寨主姓刘名相荣，其祖上一直是耕读传世，

兼做毛笔生意，乃村中殷实富裕之家。 刘相荣从
记事起，就秉承家中祖训，认真读书，勤于做事，
在家中祖传业绩的基础上，精打细算，勤劳持家，
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努力，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建起了坐北朝南三进四合大院。 宅院面积三
亩有余，家中有五六十亩田产，每年收打的粮食，
除自家食用外，均有盈余，兼有毛笔笔庄，做毛笔
生意。 此时的刘相荣家中财富和生活水平在村中
属中上等水平，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康之家。

刘相荣早年熟读经书，加之秉承仁慈之祖训，
爱做善事，村里谁家有了困难，他都热心帮助，被
人们尊称为“刘善人”。

刘相荣因饱读经书， 受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
读书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观念影响，还用
心拜师学医 ，经过数年苦读苦练 ，精通 《黄帝内
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成为方圆
十里八村知名的医生。 在此基础上，他开设了中
药铺 ，悬壶济世 ，为乡邻诊治疾病 ，很受乡邻拥
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刘相荣 50 来岁时，被村
民推选为寨主。 由于他肩负着组织村里民众看家
护寨、保护全村平安的重任，大家一致尊称他为
老寨主。 从此，老寨主声名远扬，不光在汝阳刘
村，在十里八村也很有名气。

四、老寨主幸会刘伯承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 1947 年盛夏。此时，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

头。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大部队来到周口
项城。 这年 8 月青纱帐起的时节，刘邓大军的一
支队伍来到汝阳刘村， 驻扎下来做短暂停留休
整。

老百姓起初听说有队伍要经过这里， 并且驻
扎下来，不知道是什么队伍，都不敢出门。 这支队
伍只在村外露营，并未进村，老百姓便感到这和
以往的“国军”不一样。 后来，有军人到村里和老
百姓接触， 并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是八路军、解放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
老百姓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看到军人对他们态
度和蔼，借用东西还写借条，并帮着做农活，都认
为这支队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渐渐打消了害
怕的念头。

队伍驻在村外， 军官则每晚借用村里庙宇做
会堂开会，研究工作，这些都被时年 60 岁的老寨
主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老寨主年轻时饱读诗书，
60 年风雨沧桑，阅人无数，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世
事沉沦。 他深知封建清朝的腐败无能，百姓生灵
涂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北洋政府统治时军阀
混战、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时黑暗腐朽、兵匪一
家、欺压百姓。

老寨主看到眼前这支队伍，秋毫无犯，又与老
百姓打成一片，他思前想后，加之早前听说共产
党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如今亲眼看
见，真是眼前一亮，于是便产生想拜会军官的想
法。

一天傍晚， 一名年轻精干的军人和一位身材

魁梧的年长军官来到老寨主家门口，很有礼貌地
询问：“老寨主在家吗？ ”

“在，请进。 ”里面一声热情的回应，老寨主正
在炮制药物，忙站起迎上前去，请二位坐下。

年长军官称身体不适需要看病， 老寨主经过
把脉问诊，诊断其患伤风数日，为湿热所致，未经
及时诊治，故有伤风传里之症候。 老寨主开出药
方，并称先取 3 副，服药 3 日即可大见奇效。 年长
军官看完病付钱，老寨主不收。 推让之间，老寨主
见年长军官态度坚决，只得收下。

3 日之后，年长军官又来到老寨主住处，称疾
病已大见好转。 老寨主又为其开出 3 副药方，叮
嘱其用法。 年长军官又一次付钱，坚称共产党的
队伍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纪律，不
能违犯。

这时，老寨主被这支队伍深深感动了。他想有
这样的队伍为老百姓打天下，老百姓的好日子有
盼头了，他能有机会帮一下这样的好队伍，也是
善人之举啊。

于是，老寨主与队伍军官商议，把自己家的粮
食、草料等物资送给队伍使用，军官同意后，将老
寨主家的粮食等物资采用购买或是借用的形式

给部队使用。 老寨主经过两天准备，在家中清仓
查库，把存粮 50 担（约 1.5 万斤）、草料 10 万斤、
棉布 320 丈、棉花（籽棉）1200 斤送给部队使用。
当时老寨主的家属和近邻还劝他 “把这些粮草、
棉花、布送出去，队伍走了，你东西也没有了，这
样值吗？ ”

老寨主淡淡一笑：“有啥值不值的， 这些东西
咱不急用， 给这支好队伍， 让他们用有啥不好
的？ ”

时光匆匆，一晃两年过去了，到了 1949 年，周
口项城全境解放。 这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村民欢欣鼓舞，敲锣打鼓，迎来了新的生
活。 老寨主也和村民一样心里高兴，感到自己也
年轻了许多。

接下来土地改革中，斗地主分田地，劳苦大众
扬眉吐气。 有人担心老寨主有地有粮、有笔庄有
药铺， 咋着划成分不划个地主也得划个富农吧。
但是土地改革工作队找群众调查， 老寨主人缘
好，对群众好，只做善事。 重要的是，老寨主把自
己在刘邓大军驻扎刘汝阳村时支援队伍的粮草、
棉布等物资时，队伍留下的证据拿出来交给了工
作队。 工作队经过核实，又报上级批准，给老寨主
实事求是地评为中农，并确认其为开明人士。 这
些故事都在村民中传为美谈。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刘伯
承被授予元帅，是十大元帅之一。 十大元帅照片
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老寨主时年 66 岁。 当老寨
主第一次看到十大元帅的照片时，对刘伯承元帅
的照片感觉特别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经过认
真回忆、仔细辨认，他忽然眼前一亮，确认当年刘
伯承率领刘邓大军驻扎汝阳刘村休整时，曾给他
看过病，那位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军官就是刘
伯承元帅。 老寨主心中满是喜悦，原来这么多年
他诸事俱昌， 事事顺利是沾了刘伯承元帅的光
呀！

老寨主虽然心中喜悦， 但仍像往常一样该做
啥做啥。 他确信，共产党的政策好，老百姓一定能

过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好日子。为此，他对党和政
府有关农村工作的政策认真执行，积极配合，受到
村里干部群众的爱戴。

后来，老寨主年事渐高，后无疾而终。 他仙逝
之前才对后人讲起自己幸会刘伯承元帅， 并为其
治病一事。 这些红色故事充分见证了老寨主的德
高望重，高风亮节。

五、今日汝阳刘村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汝阳刘村从此获得了新生。 70 余年风霜雨雪，70
余年砥砺奋进， 汝阳刘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 如今的汝阳刘村，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崭新
明亮的太阳能路灯，新颖别致的农家楼房，设施齐
全的文化广场， 处处展现出美丽乡村建设的亮丽
风采。村民纷纷称赞如今的汝阳刘村，天蓝水清路
畅通，大街小巷真干净，文化广场节目好，老人孩
子笑盈盈。

几十年来，汝阳刘村村民在党的农村路线、方
针、政策指导下，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坚定不
移地抓好传统制笔业， 使传统制笔业焕发勃勃生
机。 同时，全村又有一大批致富能人与时俱进，步
入防水防潮行业， 他们的足迹踏遍祖国的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到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到处都有汝阳刘村防水人的足迹和做
过的优质工程。在为祖国的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
他们也用辛勤劳动赢得应有的收入。

据统计，汝阳刘村现有 3000 多人，有 1600 余
人从事毛笔产销和防水业务，创收年年增长。项城
防水协会黑龙江分会会长刘新东介绍， 汝阳刘村
在外创业的防水人和从事毛笔业产销的村民都有

很好的家乡情怀。大家曾多次商议，组成了汝阳刘
乡贤会， 决定下一步还会继续支援家乡建设和发
展，为家乡的经济振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大家
出钱出力，规划建设了汝阳刘村文化广场，使党史
教育、 村史教育和红色文化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入
人心， 让汝阳刘村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绽放更加
绚丽的光彩。 （完）

汝阳刘村的故事
■孔祥武 朱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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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汝阳刘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