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次解放木栾店的战斗

第二次解放木栾店

1945

年

8

月

29

日第一次解放的木栾店刚刚回

到人民手中 ，

10

月

17

日 ，国民党

38

军

49

师

146

团

再度占领木栾店， 人民群众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

中。 仅南雎村、杨梧槚等

5

个村庄，被国民党军队用

火烧 、剥皮 、活埋 、刀削 、砍头等手段杀害的群众 、区

干部、民兵就有

76

人，被捕失踪的

100

余人。

22

日，

八路军太行军分区副司令员肖永银率老二团、 区干

队

300

余人，集结于修武与武陟交界处。 晚上，八分

区部队在武陟民兵的配合下， 开始向木栾店发起进

攻。修武县独立团在城东准备截击，武陟县独立营在

城南牵制，老二团在城西担任主攻。老二团把兵力分

成两个梯队，一营主攻，二营预备。部队刚打进城，就

遭到国民党部队拼命反击，在相持的情况下，第二梯

队立即冲上，经过激战，除部分逃跑外，大部被歼，木

栾店再次获得解放。

第三次解放木栾店

1945

年

11

月

4

日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

85

军吴绍周部

146

团及第四区保安第一团田九功

部、第二团杨义久部从詹店出发，疯狂地抢占了木栾

店。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伯承 、邓小平率晋冀鲁豫

野战军

4

个纵队，在鲁西南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黄

河防线，挺进中原，拉开了向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进

攻的序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中原作战 ，

7

月

4

日 ，太行军

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黄新友率第

43

、

45

、

46

团

及太行独一旅一个团， 向道清路沿线国民党军发起

攻势，由西向东连克沁阳、孟县、博爱等县城。

16

日，

大军东指木栾店 ，武陟

1500

名武工队队员 、民兵配

合主力部队作战。 半夜总攻开始。

43

团在东门打援，

45

团从北门主攻。 战士们用手电筒指示目标 ，连发

四炮，敌碉堡倒塌。 勇猛的战士迅速登上城墙，占领

了城北。接着，城西北角、东南角也被攻陷。战士们从

四面攻入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

16

日 ， 在 人 民 解 放 军 攻 城 期 间 ， 国 民 党 武

陟 县 县 长 薛 培 一 天 之 内 九 次 向 张 敬 忠 发 电 求

救 ： “ 战 况 激 烈 ， 万万万万分紧急 ，请速发旅速派

队 ！ ”张敬忠无可奈何 ，一日六次复电告慰 。

17

日上午

7

时 ，我军增加兵力 ，

43

团已经歼灭

木栾店外围马曲 、三里庄 、郭村 、西仲许 、南贾之

敌 ，对县城形成包围之势 ，我军民趁机猛攻 ，余敌

拼命突围 ，仓皇向黄河铁桥溃逃 。

12

时 ，一举攻陷

木栾店 。 此次战役 ，毙伤大队长以下

340

人 ，俘敌

500

余名 ，缴获重机枪

2

挺 ，步枪

250

支 ，电台一

部 ，电话机四部 ，各种枪弹

4

万余发 。

8

时 ，战士们

在城内打扫街道 ，安定社会秩序 。 武工队和民兵捉

捕留在城内的地主 、恶霸和还乡团头子 ，并张贴布

告 ，刷写标语 ，宣传群众 ，稳定人心 。 木栾店重新回

到人民的手中 。

邪教的主要骗人手段

一是打着宗教或气功的幌子蒙骗人。 邪教发展

成员时 ，往往都是以宗教的面目出现 ，有的冒用 “基

督教 ”的名义 ，有的冒用 “佛教 ”的名义 ，还有的谎称

是气功或外星人。

二是用治病、免灾诱惑人。邪教组织往往都在老

百姓日常最关心的平辈、健康等问题上打注意、作文

章，鼓吹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消灾避难，治病强

身，一年四季保平安”。

三是用各种把戏吓唬人。 先是玩弄各种骗人的

把戏如看相算命、装神弄鬼、蚂蚁写字、白纸显字、玩

符谶把戏 、抹鳝鱼血招蝙蝠 、投放癞蛤蟆等 ，引人上

当再劝你信“神”信“教”。

四是套近乎拉拢人。 如某地有个女邪教成员为

了拉拢一名出租车司机，就专门多次坐他的出租车，

主动与其答话，待熟悉后便向其送书宣传邪教。

五是小恩小惠收买人 。 为笼络群众 ，一些邪

教组织假装关心贫困农民 ，用小恩小惠收买 。

六是用暴力手段胁迫人。 对那些不好骗或者不

想加入邪教的农民群众， 邪教就从诱骗转向暴力威

逼。 （王新平）

反邪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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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

节 。 中秋节与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

的四大传统节日 。 “中秋 ”一词 ，最早见于汉服中

秋 《周礼 》。据史籍记载 ，古代帝王祭月的节期为

农历八月十五 ，时日恰逢三秋之半 ，故名 “中秋

节 ”；又因为这个节日在秋

a

季八月 ，故又称 “秋

节 ”、 “八月节 ”、 “八月会 ”、 “中秋节 ”；又有祈求

团圆的信仰和相关习俗活动 ，故亦称 “团圆节 ”、

“女儿节 ”。 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 “月 ”

进行的 ， 所以又俗称 “月节 ”、 “月夕 ”、 “追 月

节 ”、 “玩月节 ”、 “拜月节 ”；在唐朝 ，中秋节还被

称为 “端正月 ”。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 ，至明清

时 ，已与元旦齐名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 ，大致有三种 ：起源于古代对

月的崇拜 、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古代秋报拜土

地神的遗俗

.

为传承民族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秋节

从

2008

年起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 国

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2006

年

5

月

20

日 ，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中

秋

节

习

俗

中秋祭月

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 。 据史书记载 ，早

在周朝 ，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 、夏至祭地 、秋分祭

月 、冬至祭天的习俗 。 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 、地坛 、

月坛 、天坛 。 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 北京的月坛

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 。 《礼记 》记载 ：“天子春朝

日 ，秋夕月 。 朝日之朝 ，夕月之夕 。 ”这里的夕月之夕 ，

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 。 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

层贵族所奉行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也逐渐影响到民

间 。

文人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 ，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

的欢娱 。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 ， 但未成

习 。 到了唐代 ，中秋赏月 、玩月颇为盛行 ，许多诗人的

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 。 待到宋时 ，形成了以赏月活

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 ，正式定为中秋节 。 与唐人

不同 ，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 ，常以阴晴圆缺 ，

喻人情事态 ，即使中秋之夜 ，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

宋人的伤感 。 但对宋人来说 ， 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

态 ，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 ：“中秋节前 ，诸店皆卖

新酒 ，贵家结饰台榭 ，民家争占酒楼玩月 ，笙歌远闻

千里 ，嬉戏连坐至晓 ”（《东京梦华录 》）。 宋代的中秋

夜是不眠之夜 ，夜市通宵营业 ，玩月游人 ，达旦不绝 。

民间拜月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 ， 幼年时曾虔诚拜月 ，长

大后 ，以超群品德入宫 ，但未被宠幸 。 某年八月十五

赏月 ，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 ，觉得她美丽出众 ，后立

她为皇后 ，中秋拜月由此而来 。 月中嫦娥 ，以美貌著

称 ，故少女拜月 ，愿 “貌似嫦娥 ，面如皓月 ”。

明清之后 ，因时代的关系 ，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

利因素突出 ， 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俞益浓厚 ，以

“赏月 ” 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 ，

功利性的祭拜 、祈求与世俗的情感 、愿望构成普通民

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 。 因此 ，“民间拜月 ”成为人们

渴望团聚 、康乐和幸福 ；以月寄情 。

在古代有 “秋暮夕月 ”的习俗 。 夕月 ，即祭拜月

神 。 设大香案 ，摆上月饼 、西瓜 、苹果 、红枣 、李子 、葡

萄等祭品 ，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 。 西瓜还

要切成莲花状 。 在月下 ，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

方向 ，红烛高燃 ，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 ，然后由当家

主妇切开团圆月饼 。 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

人 ，在家的 ，在外地的 ，都要算在一起 ，不能切多也不

能切少 ，大小要一样 。

月光马儿

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 ，由早期纯道

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

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 。 这个时期 ，人

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 ，也叫 “月光马儿 ”。 富

察敦崇的 《燕京岁时记 》（一九

Ο

六年 ）。 记载 ：“月光

马者 ，以纸为之 ，上绘太阴星君 ，如菩萨像 ，下绘月宫

及捣药之兔 。 人立而执杵 ，藻彩精致 ，金碧辉煌 ，市肆

间多卖之者 。 长者七 、八尺 ，短者二 、三尺 ，顶有二旗 ，

作红绿 ，笆或黄色 ，向月而供之 。 焚香行礼 ，祭毕与千

张 、元宝等一并焚之 。 ”

兔儿爷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 。 明人纪坤 （约一六三六

年前后在世 ）的 《花王阁剩稿 》： “京中秋节多以泥抟

兔形 ，衣冠踞坐如人状 ，儿女祀而拜之 。 ”到了清代 ，

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 。制

作也日趋精致 ， 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 、 身披戢袍的 、

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 、或坐或立的 。 坐则有麒麟虎豹

等等 。 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商贩 ， 或是剃头师父 、或

是缝鞋 、卖馄饨 、茶汤的 ，不一而足 。

“每届中秋 ，市人之巧者 ，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

以出售 ，谓之兔儿爷 。 ”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 ，常有

兔儿爷摊子 ，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 。 此外 ，南纸

店 ，香烛也有出售的 。 这兔儿爷 ，经过民间艺人的大

胆创造 ，已经人格化了 。 它是兔首人身 ，手持玉杵 。 后

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 ，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

士 ，有的骑着狮 、象等猛兽 ，有的骑着孔雀 ，仙鹤等飞

禽 。 特别是兔儿爷骑虎 ，虽属怪事 ，但却是民间艺人

的大胆创造 。 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

爷 ，俗称 “刮打刮打嘴 ”，更讨人喜欢 。 它虽为拜月的

供品 ，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

在几十年前的北京街头 ， 大约六十多岁以上老

北京都还能记得 。 一过七月十五 ，兔儿爷摊子就摆出

来了 。 前门五牌楼 、后门鼓楼前 、西单 、东四等处 ，到

处都是兔儿爷摊子 ，大大小小 ，高高低低 ，摆的极为热

闹 。

中秋宴俗

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 ，以宫廷最为精雅 。 如明代

宫廷时兴吃螃蟹 。 螃蟹用蒲包蒸熟后 ， 众人围坐品

尝 ，佐以酒醋 。 食毕饮苏叶汤 ，并用之洗手 。 宴桌区

周 ，摆满鲜花 、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 ，演出中秋的神话

戏曲 。 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 ，屏风两侧

搁置鸡冠花 、毛豆技 、芋头 、花生 、萝卜 、鲜藕 。 屏风前

设一张八仙桌 ，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 ，四周缀满糕点

和瓜果 。 祭月完毕 ， 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 ，

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 ，名曰 “吃团圆饼 ”。 清宫月饼之

大 ，令人难以想象 。 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

臣绍英的一个月饼 ， 便是 “径约二尺许 ， 重约二十

斤 ”。

玩花灯

中秋节 ，有许多的游戏活动 ，首先是玩花灯 。中秋

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 ，过节要玩灯 。 当然 ，中秋没有

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 ， 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 、儿

童之间进行的 。

花灯早在北宋 《武林旧事 》中 ，记载中秋夜节俗 ，

就有 ‘将 “一点红 ”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 。 中秋

玩花灯 ， 多集中在南方 。 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 ，就

有各种各式的彩灯 ：芝麻灯 、蛋壳灯 、刨花灯 、稻草

灯 、鱼鳞灯 、谷壳灯 、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令人赞

叹 。

在广州 、香港等地 ，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 ，

树亦作竖 ，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 。 小孩子们在家长

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 、 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 ，横

挂在短竿中 ，再竖起于高杆上 ，高技起来 ，彩光闪耀 ，

为中秋再添一景 。 孩子们多互相比赛 ， 看谁竖得高 ，

竖得多 ，灯彩最精巧 。 另外还有放天灯的 ，即孔明灯 ，

用纸扎成大形的灯 ，灯下燃烛 ，热气上腾 ，使灯飞扬在

空中 ，引人欢笑追逐 。 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

在月下游嬉玩赏 。

在广西南宁一带 ， 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

童玩耍外 ，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 、南瓜灯 、桔子灯 。 所

谓柚子灯 ，是将柚子掏空 ，刻出简单图案 ，穿上绳子 ，

内点蜡烛即成 ，光芒淡雅 。 南瓜灯 、桔子灯也是将瓤

掏去而成 。 虽然朴素 ，但制作简易 ，很受欢迎 ，有些孩

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 ， 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

灯 ，外糊白纱纸 ，内插蜡烛即成 。 挂于祭月桌旁祭月

用 ，也可给孩子们玩 。

如今广西广东的不少地区 ，在中秋夜布置灯会 ，

扎制用电灯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 ，还有用塑料制成的

各式新型花灯供儿童玩 ，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

朴之美 。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

(

或称烧花塔 、

烧瓦塔 、烧番塔

)

的游戏 ，在江西 、广东 、广西等地都有

流传 。 如 《中华全国风俗志 》卷五记 ：江西 “中秋夜 ，一

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 ，堆成一圆塔形 ，有多孔 。 黄昏

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 。 俟瓦片烧红 ，再泼以煤

油 ，火上加油 ，霎时四野火红 ，照耀如昼 。 直至夜深 ，

无人观看 ，始行泼息 ，是名烧瓦子灯 ”。 广东潮州的烧

瓦塔 ， 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 ， 填入树枝烧起火来 。

同时还燃烟堆 ，就是将草柴堆成堆 ，在拜月结束后烧

燃 。 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 ， 亦类似这种活动 ，

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

塔中的番鬼 （法国侵略者 ）烧死的英勇战斗 ，颇有爱国

的思想 。 福建晋江亦有 “烧塔仔 ”的活动 。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 。 元朝确

立后 ，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 ，于是汉人便进行不

屈的反抗 ，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 ，在宝塔的顶层点火

为号 。 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 ，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

去 ，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 。 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

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

月 饼

中秋节这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

以示“团圆”。 月饼，又叫胡饼、宫饼、

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

祭拜月神的供品。

月饼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

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在民间，每

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

风俗。“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

又甜”， 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

人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

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

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

一大象征，慢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

节日的必备礼品。

月饼是圆的，且被赋予团圆之意

的朝代是明， 刘侗 《帝京景物略 》

说 ： “八月十五日祭月 ， 其祭果饼

必圆 。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 》

说 ： “八月十五谓之中秋 ， 民间又

以月饼相遗 ，取团圆之义 。 ”沈榜

在 《宛署杂记 》中还记述了明代北

京中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

月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

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

百钱者。 ”心灵手巧的制饼工人翻新

出奇，月饼上做出各种花样，彭蕴章

《幽州土风吟》 描述说：“月宫符 ，画

成玉兔窑台居 ；月宫饼 ，制就银蟾

紫府影 。 一双蟾兔满人间 ，悔煞嫦

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玉

杵驻丹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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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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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 许多人手里多了一

张“社会保障卡”，上边有照片、有

个人基本信息， 还有社会保障号

码。 社保卡有哪些功能？ 在未来的

生活中将扮演哪些角色？ 在

30

日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

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东

荣进行了介绍。

社保卡应用范围有哪些

“对于社会保障，人们正逐步

从关心‘是否有保障’，向关心‘保

障水平高低 ’，再向更加关心 ‘参

保缴费 、 享受待遇是否便捷 ’转

变。 ”胡晓义表示，正是考虑到人

们的实际需求， 社会保障一卡通

成为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 国家的“十二五”规

划纲要明确，今后

5

年“全国统一

的社会保障卡发放数量达到

8

亿

张， 覆盖

60%

人口”。 截至今年

7

月底， 全国已有

170

多个地区经

批准发行了社会保障卡， 实际持

卡人员达到

1.45

亿人， 预计今年

年底前将突破

1.9

亿人。

社保卡的应用范围有哪些 ？

胡晓义介绍说，总的考虑是“急用

为先 、逐步扩展 ”，首先在医疗保

险的范围内推广应用。 目前，我国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

员已经超过

12.6

亿人， 其中仅城

镇就有职工和居民

4.3

亿人参保，

这些人在

2010

年产生了

9.4

亿人

次的医疗服务并在医保当中发生

了结算关系。 而每一人次又不仅

一个项目 ，包括检查费用 、药品 、

手术费用，是多个项目的支付，所

以产生非常大的支付量 。 通过社

会保障卡在医疗保险实现费用即

时结算， 可以减少群众跑腿和垫

支的负担。

下一步的功能拓展主要是在

群众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养老保险

方面。 胡晓义介绍说，目前在城镇

领取养老金的有

6000

万人， 新农

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开展并且

迅速普及之后将达

1

亿人。

1.6

亿

多人领养老金 ， 如果每年领

12

次， 相当于发生几十亿次的支付

关系， 此外还有上亿人在个人缴

费环节发生结算关系 ， 所以养老

保险方面的需求也很大。

他同时表示，对全国

200

多万

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

200

多万生

育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150

多万工

伤保险待遇享受人员 ， 今后也有

望通过社保卡享受到更加便捷的

社会保障服务。

社保卡加载金融功能是否增加参

保人成本

社保卡不仅在社会保障领域

发挥作用， 今后还将具有金融功

能。 日前，人社部与中国人民银行

联合发布了 《关于社会保障卡加

载金融功能的通知》。

李东荣介绍说 ， 加载金融功

能的社会保障卡可依托银行现已

遍布全国的支付结算网络 ， 为参

保人实现持卡缴费、待遇领取、费

用结算支付以及异地资金划拨等

提供支付结算手段，从而推动“一

卡多用、全国

通用”目标的

实现。其金融

应 用 为 人 民

币借记应用，

可 以 作 为 普

通银行卡，用

于现金存取、

转账、 消费，

目 前 不 支 持

贷记功能，使

用 范 围 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境内。

有 人 担

心，社保卡加

载金融功能，

会 不 会 提 高

参 保 者 的 持

卡成本？ 胡晓义解释说，社会保障

卡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职能

的体现 ， 主要费用是由政府承担

的。这个主要费用不是大家见到的

这张卡本身，而是在卡后面的系统

建设、维护，以及人工成本的大量

支出。至于卡本身是对持卡者原则

上只收取工本费，就像居民身份证

在发证时也只是收取工本费是一

样的。 此外，发卡成本和收费都是

由各省财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

共同制定标准的，目前大致的工本

费是

20

—

25

元。

社保卡何时能够全国通用

根据今年

7

月

1

日实施的《社

会保险法》， 社会保障号码就是公

民身份证号码。 不少人提出，为什

么不能把社保卡和身份证统一起

来？

胡晓义表示 ，

2004

年施行的

《居民身份证法》，关于居民身份证

的登记规定了九个项目， 分别是：

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

户口所在地住址、 公民身份号码、

本人照片、证件有效期、发证机关。

居民身份证本身的功能定位主要

是社会管理，它不太可能提供非常

广泛的公共服务。此外，《居民身份

证法》规定，

16

岁以下居民不强制

领取身份证， 但

16

岁以下公民的

社会保障需求也需要有一定的载

体来支撑。而现在发行的社会保障

卡的芯片容量成倍于居民身份证，

除了基本信息之外，还记录了大量

动态信息，包括每一次缴费 、每一

次领取待遇、每一次就医的资金支

付等。 在先行发卡的地区，比如北

京市，所有中小学生都有社会保障

卡。 所以，他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

看，一证和一卡都是政府提供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不太

可能相互取代。

随着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人

们对持社保卡跨地区无障碍就医

以及养老的要求越来越多。社保卡

何时能真正实现“全国通”？胡晓义

表示，社保卡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

全国通用的，目前只有达到社保卡

全国统一标准，才允许这些地区发

卡。 现在，人社部正在搭建覆盖全

国的互通互联网络平台，而且搭建

了跨地区的交换接口，目的就是在

技术上提供一个支持全国流动和

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技术环境。

8

月

30

日

,

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拍摄的加载金融服务功

能的社会保障卡。 张春雷 摄 （新华社发）

几次解放木栾店的战斗

第二次解放木栾店

1945

年

8

月

29

日第一次解放的木栾店刚刚回

到人民手中 ，

10

月

17

日 ，国民党

38

军

49

师

146

团

再度占领木栾店， 人民群众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

中。 仅南雎村、杨梧槚等

5

个村庄，被国民党军队用

火烧 、剥皮 、活埋 、刀削 、砍头等手段杀害的群众 、区

干部、民兵就有

76

人，被捕失踪的

100

余人。

22

日，

八路军太行军分区副司令员肖永银率老二团、 区干

队

300

余人，集结于修武与武陟交界处。 晚上，八分

区部队在武陟民兵的配合下， 开始向木栾店发起进

攻。修武县独立团在城东准备截击，武陟县独立营在

城南牵制，老二团在城西担任主攻。老二团把兵力分

成两个梯队，一营主攻，二营预备。部队刚打进城，就

遭到国民党部队拼命反击，在相持的情况下，第二梯

队立即冲上，经过激战，除部分逃跑外，大部被歼，木

栾店再次获得解放。

第三次解放木栾店

1945

年

11

月

4

日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

85

军吴绍周部

146

团及第四区保安第一团田九功

部、第二团杨义久部从詹店出发，疯狂地抢占了木栾

店。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伯承 、邓小平率晋冀鲁豫

野战军

4

个纵队，在鲁西南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黄

河防线，挺进中原，拉开了向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进

攻的序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中原作战 ，

7

月

4

日 ，太行军

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黄新友率第

43

、

45

、

46

团

及太行独一旅一个团， 向道清路沿线国民党军发起

攻势，由西向东连克沁阳、孟县、博爱等县城。

16

日，

大军东指木栾店 ，武陟

1500

名武工队队员 、民兵配

合主力部队作战。 半夜总攻开始。

43

团在东门打援，

45

团从北门主攻。 战士们用手电筒指示目标 ，连发

四炮，敌碉堡倒塌。 勇猛的战士迅速登上城墙，占领

了城北。接着，城西北角、东南角也被攻陷。战士们从

四面攻入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

16

日 ， 在 人 民 解 放 军 攻 城 期 间 ， 国 民 党 武

陟 县 县 长 薛 培 一 天 之 内 九 次 向 张 敬 忠 发 电 求

救 ： “ 战 况 激 烈 ， 万万万万分紧急 ，请速发旅速派

队 ！ ”张敬忠无可奈何 ，一日六次复电告慰 。

17

日上午

7

时 ，我军增加兵力 ，

43

团已经歼灭

木栾店外围马曲 、三里庄 、郭村 、西仲许 、南贾之

敌 ，对县城形成包围之势 ，我军民趁机猛攻 ，余敌

拼命突围 ，仓皇向黄河铁桥溃逃 。

12

时 ，一举攻陷

木栾店 。 此次战役 ，毙伤大队长以下

340

人 ，俘敌

500

余名 ，缴获重机枪

2

挺 ，步枪

250

支 ，电台一

部 ，电话机四部 ，各种枪弹

4

万余发 。

8

时 ，战士们

在城内打扫街道 ，安定社会秩序 。 武工队和民兵捉

捕留在城内的地主 、恶霸和还乡团头子 ，并张贴布

告 ，刷写标语 ，宣传群众 ，稳定人心 。 木栾店重新回

到人民的手中 。

邪教的主要骗人手段

一是打着宗教或气功的幌子蒙骗人。 邪教发展

成员时 ，往往都是以宗教的面目出现 ，有的冒用 “基

督教 ”的名义 ，有的冒用 “佛教 ”的名义 ，还有的谎称

是气功或外星人。

二是用治病、免灾诱惑人。邪教组织往往都在老

百姓日常最关心的平辈、健康等问题上打注意、作文

章，鼓吹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消灾避难，治病强

身，一年四季保平安”。

三是用各种把戏吓唬人。 先是玩弄各种骗人的

把戏如看相算命、装神弄鬼、蚂蚁写字、白纸显字、玩

符谶把戏 、抹鳝鱼血招蝙蝠 、投放癞蛤蟆等 ，引人上

当再劝你信“神”信“教”。

四是套近乎拉拢人。 如某地有个女邪教成员为

了拉拢一名出租车司机，就专门多次坐他的出租车，

主动与其答话，待熟悉后便向其送书宣传邪教。

五是小恩小惠收买人 。 为笼络群众 ，一些邪

教组织假装关心贫困农民 ，用小恩小惠收买 。

六是用暴力手段胁迫人。 对那些不好骗或者不

想加入邪教的农民群众， 邪教就从诱骗转向暴力威

逼。 （王新平）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

节 。 中秋节与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

的四大传统节日 。 “中秋 ”一词 ，最早见于汉服中

秋 《周礼 》。据史籍记载 ，古代帝王祭月的节期为

农历八月十五 ，时日恰逢三秋之半 ，故名 “中秋

节 ”；又因为这个节日在秋

a

季八月 ，故又称 “秋

节 ”、 “八月节 ”、 “八月会 ”、 “中秋节 ”；又有祈求

团圆的信仰和相关习俗活动 ，故亦称 “团圆节 ”、

“女儿节 ”。 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 “月 ”

进行的 ， 所以又俗称 “月节 ”、 “月夕 ”、 “追 月

节 ”、 “玩月节 ”、 “拜月节 ”；在唐朝 ，中秋节还被

称为 “端正月 ”。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 ，至明清

时 ，已与元旦齐名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 ，大致有三种 ：起源于古代对

月的崇拜 、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 ，古代秋报拜土

地神的遗俗

.

为传承民族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秋节

从

2008

年起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 国

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2006

年

5

月

20

日 ，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中

秋

节

习

俗

中秋祭月

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 。 据史书记载 ，早

在周朝 ，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 、夏至祭地 、秋分祭

月 、冬至祭天的习俗 。 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 、地坛 、

月坛 、天坛 。 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 北京的月坛

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 。 《礼记 》记载 ：“天子春朝

日 ，秋夕月 。 朝日之朝 ，夕月之夕 。 ”这里的夕月之夕 ，

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 。 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

层贵族所奉行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也逐渐影响到民

间 。

文人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 ，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

的欢娱 。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 ， 但未成

习 。 到了唐代 ，中秋赏月 、玩月颇为盛行 ，许多诗人的

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 。 待到宋时 ，形成了以赏月活

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 ，正式定为中秋节 。 与唐人

不同 ，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 ，常以阴晴圆缺 ，

喻人情事态 ，即使中秋之夜 ，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

宋人的伤感 。 但对宋人来说 ， 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

态 ，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 ：“中秋节前 ，诸店皆卖

新酒 ，贵家结饰台榭 ，民家争占酒楼玩月 ，笙歌远闻

千里 ，嬉戏连坐至晓 ”（《东京梦华录 》）。 宋代的中秋

夜是不眠之夜 ，夜市通宵营业 ，玩月游人 ，达旦不绝 。

民间拜月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 ， 幼年时曾虔诚拜月 ，长

大后 ，以超群品德入宫 ，但未被宠幸 。 某年八月十五

赏月 ，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 ，觉得她美丽出众 ，后立

她为皇后 ，中秋拜月由此而来 。 月中嫦娥 ，以美貌著

称 ，故少女拜月 ，愿 “貌似嫦娥 ，面如皓月 ”。

明清之后 ，因时代的关系 ，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

利因素突出 ， 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俞益浓厚 ，以

“赏月 ” 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 ，

功利性的祭拜 、祈求与世俗的情感 、愿望构成普通民

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 。 因此 ，“民间拜月 ”成为人们

渴望团聚 、康乐和幸福 ；以月寄情 。

在古代有 “秋暮夕月 ”的习俗 。 夕月 ，即祭拜月

神 。 设大香案 ，摆上月饼 、西瓜 、苹果 、红枣 、李子 、葡

萄等祭品 ，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 。 西瓜还

要切成莲花状 。 在月下 ，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

方向 ，红烛高燃 ，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 ，然后由当家

主妇切开团圆月饼 。 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

人 ，在家的 ，在外地的 ，都要算在一起 ，不能切多也不

能切少 ，大小要一样 。

月光马儿

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 ，由早期纯道

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

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 。 这个时期 ，人

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 ，也叫 “月光马儿 ”。 富

察敦崇的 《燕京岁时记 》（一九

Ο

六年 ）。 记载 ：“月光

马者 ，以纸为之 ，上绘太阴星君 ，如菩萨像 ，下绘月宫

及捣药之兔 。 人立而执杵 ，藻彩精致 ，金碧辉煌 ，市肆

间多卖之者 。 长者七 、八尺 ，短者二 、三尺 ，顶有二旗 ，

作红绿 ，笆或黄色 ，向月而供之 。 焚香行礼 ，祭毕与千

张 、元宝等一并焚之 。 ”

兔儿爷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 。 明人纪坤 （约一六三六

年前后在世 ）的 《花王阁剩稿 》： “京中秋节多以泥抟

兔形 ，衣冠踞坐如人状 ，儿女祀而拜之 。 ”到了清代 ，

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 。制

作也日趋精致 ， 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 、 身披戢袍的 、

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 、或坐或立的 。 坐则有麒麟虎豹

等等 。 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商贩 ， 或是剃头师父 、或

是缝鞋 、卖馄饨 、茶汤的 ，不一而足 。

“每届中秋 ，市人之巧者 ，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

以出售 ，谓之兔儿爷 。 ”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 ，常有

兔儿爷摊子 ，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 。 此外 ，南纸

店 ，香烛也有出售的 。 这兔儿爷 ，经过民间艺人的大

胆创造 ，已经人格化了 。 它是兔首人身 ，手持玉杵 。 后

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 ，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

士 ，有的骑着狮 、象等猛兽 ，有的骑着孔雀 ，仙鹤等飞

禽 。 特别是兔儿爷骑虎 ，虽属怪事 ，但却是民间艺人

的大胆创造 。 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

爷 ，俗称 “刮打刮打嘴 ”，更讨人喜欢 。 它虽为拜月的

供品 ，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

在几十年前的北京街头 ， 大约六十多岁以上老

北京都还能记得 。 一过七月十五 ，兔儿爷摊子就摆出

来了 。 前门五牌楼 、后门鼓楼前 、西单 、东四等处 ，到

处都是兔儿爷摊子 ，大大小小 ，高高低低 ，摆的极为热

闹 。

中秋宴俗

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 ，以宫廷最为精雅 。 如明代

宫廷时兴吃螃蟹 。 螃蟹用蒲包蒸熟后 ， 众人围坐品

尝 ，佐以酒醋 。 食毕饮苏叶汤 ，并用之洗手 。 宴桌区

周 ，摆满鲜花 、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 ，演出中秋的神话

戏曲 。 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 ，屏风两侧

搁置鸡冠花 、毛豆技 、芋头 、花生 、萝卜 、鲜藕 。 屏风前

设一张八仙桌 ，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 ，四周缀满糕点

和瓜果 。 祭月完毕 ， 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 ，

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 ，名曰 “吃团圆饼 ”。 清宫月饼之

大 ，令人难以想象 。 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

臣绍英的一个月饼 ， 便是 “径约二尺许 ， 重约二十

斤 ”。

玩花灯

中秋节 ，有许多的游戏活动 ，首先是玩花灯 。中秋

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 ，过节要玩灯 。 当然 ，中秋没有

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 ， 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 、儿

童之间进行的 。

花灯早在北宋 《武林旧事 》中 ，记载中秋夜节俗 ，

就有 ‘将 “一点红 ”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 。 中秋

玩花灯 ， 多集中在南方 。 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 ，就

有各种各式的彩灯 ：芝麻灯 、蛋壳灯 、刨花灯 、稻草

灯 、鱼鳞灯 、谷壳灯 、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令人赞

叹 。

在广州 、香港等地 ，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 ，

树亦作竖 ，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 。 小孩子们在家长

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 、 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 ，横

挂在短竿中 ，再竖起于高杆上 ，高技起来 ，彩光闪耀 ，

为中秋再添一景 。 孩子们多互相比赛 ， 看谁竖得高 ，

竖得多 ，灯彩最精巧 。 另外还有放天灯的 ，即孔明灯 ，

用纸扎成大形的灯 ，灯下燃烛 ，热气上腾 ，使灯飞扬在

空中 ，引人欢笑追逐 。 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

在月下游嬉玩赏 。

在广西南宁一带 ， 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

童玩耍外 ，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 、南瓜灯 、桔子灯 。 所

谓柚子灯 ，是将柚子掏空 ，刻出简单图案 ，穿上绳子 ，

内点蜡烛即成 ，光芒淡雅 。 南瓜灯 、桔子灯也是将瓤

掏去而成 。 虽然朴素 ，但制作简易 ，很受欢迎 ，有些孩

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 ， 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

灯 ，外糊白纱纸 ，内插蜡烛即成 。 挂于祭月桌旁祭月

用 ，也可给孩子们玩 。

如今广西广东的不少地区 ，在中秋夜布置灯会 ，

扎制用电灯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 ，还有用塑料制成的

各式新型花灯供儿童玩 ，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

朴之美 。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

(

或称烧花塔 、

烧瓦塔 、烧番塔

)

的游戏 ，在江西 、广东 、广西等地都有

流传 。 如 《中华全国风俗志 》卷五记 ：江西 “中秋夜 ，一

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 ，堆成一圆塔形 ，有多孔 。 黄昏

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 。 俟瓦片烧红 ，再泼以煤

油 ，火上加油 ，霎时四野火红 ，照耀如昼 。 直至夜深 ，

无人观看 ，始行泼息 ，是名烧瓦子灯 ”。 广东潮州的烧

瓦塔 ， 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 ， 填入树枝烧起火来 。

同时还燃烟堆 ，就是将草柴堆成堆 ，在拜月结束后烧

燃 。 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 ， 亦类似这种活动 ，

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

塔中的番鬼 （法国侵略者 ）烧死的英勇战斗 ，颇有爱国

的思想 。 福建晋江亦有 “烧塔仔 ”的活动 。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 。 元朝确

立后 ，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 ，于是汉人便进行不

屈的反抗 ，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 ，在宝塔的顶层点火

为号 。 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 ，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

去 ，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 。 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

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

月 饼

中秋节这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

以示“团圆”。 月饼，又叫胡饼、宫饼、

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

祭拜月神的供品。

月饼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

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在民间，每

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

风俗。“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

又甜”， 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

人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

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

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

一大象征，慢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

节日的必备礼品。

月饼是圆的，且被赋予团圆之意

的朝代是明， 刘侗 《帝京景物略 》

说 ： “八月十五日祭月 ， 其祭果饼

必圆 。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 》

说 ： “八月十五谓之中秋 ， 民间又

以月饼相遗 ，取团圆之义 。 ”沈榜

在 《宛署杂记 》中还记述了明代北

京中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

月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

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

百钱者。 ”心灵手巧的制饼工人翻新

出奇，月饼上做出各种花样，彭蕴章

《幽州土风吟》 描述说：“月宫符 ，画

成玉兔窑台居 ；月宫饼 ，制就银蟾

紫府影 。 一双蟾兔满人间 ，悔煞嫦

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玉

杵驻丹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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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 许多人手里多了一

张“社会保障卡”，上边有照片、有

个人基本信息， 还有社会保障号

码。 社保卡有哪些功能？ 在未来的

生活中将扮演哪些角色？ 在

30

日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

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东

荣进行了介绍。

社保卡应用范围有哪些

“对于社会保障，人们正逐步

从关心‘是否有保障’，向关心‘保

障水平高低 ’，再向更加关心 ‘参

保缴费 、 享受待遇是否便捷 ’转

变。 ”胡晓义表示，正是考虑到人

们的实际需求， 社会保障一卡通

成为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 国家的“十二五”规

划纲要明确，今后

5

年“全国统一

的社会保障卡发放数量达到

8

亿

张， 覆盖

60%

人口”。 截至今年

7

月底， 全国已有

170

多个地区经

批准发行了社会保障卡， 实际持

卡人员达到

1.45

亿人， 预计今年

年底前将突破

1.9

亿人。

社保卡的应用范围有哪些 ？

胡晓义介绍说，总的考虑是“急用

为先 、逐步扩展 ”，首先在医疗保

险的范围内推广应用。 目前，我国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

员已经超过

12.6

亿人， 其中仅城

镇就有职工和居民

4.3

亿人参保，

这些人在

2010

年产生了

9.4

亿人

次的医疗服务并在医保当中发生

了结算关系。 而每一人次又不仅

一个项目 ，包括检查费用 、药品 、

手术费用，是多个项目的支付，所

以产生非常大的支付量 。 通过社

会保障卡在医疗保险实现费用即

时结算， 可以减少群众跑腿和垫

支的负担。

下一步的功能拓展主要是在

群众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养老保险

方面。 胡晓义介绍说，目前在城镇

领取养老金的有

6000

万人， 新农

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开展并且

迅速普及之后将达

1

亿人。

1.6

亿

多人领养老金 ， 如果每年领

12

次， 相当于发生几十亿次的支付

关系， 此外还有上亿人在个人缴

费环节发生结算关系 ， 所以养老

保险方面的需求也很大。

他同时表示，对全国

200

多万

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

200

多万生

育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150

多万工

伤保险待遇享受人员 ， 今后也有

望通过社保卡享受到更加便捷的

社会保障服务。

社保卡加载金融功能是否增加参

保人成本

社保卡不仅在社会保障领域

发挥作用， 今后还将具有金融功

能。 日前，人社部与中国人民银行

联合发布了 《关于社会保障卡加

载金融功能的通知》。

李东荣介绍说 ， 加载金融功

能的社会保障卡可依托银行现已

遍布全国的支付结算网络 ， 为参

保人实现持卡缴费、待遇领取、费

用结算支付以及异地资金划拨等

提供支付结算手段，从而推动“一

卡多用、全国

通用”目标的

实现。其金融

应 用 为 人 民

币借记应用，

可 以 作 为 普

通银行卡，用

于现金存取、

转账、 消费，

目 前 不 支 持

贷记功能，使

用 范 围 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境内。

有 人 担

心，社保卡加

载金融功能，

会 不 会 提 高

参 保 者 的 持

卡成本？ 胡晓义解释说，社会保障

卡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职能

的体现 ， 主要费用是由政府承担

的。这个主要费用不是大家见到的

这张卡本身，而是在卡后面的系统

建设、维护，以及人工成本的大量

支出。至于卡本身是对持卡者原则

上只收取工本费，就像居民身份证

在发证时也只是收取工本费是一

样的。 此外，发卡成本和收费都是

由各省财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

共同制定标准的，目前大致的工本

费是

20

—

25

元。

社保卡何时能够全国通用

根据今年

7

月

1

日实施的《社

会保险法》， 社会保障号码就是公

民身份证号码。 不少人提出，为什

么不能把社保卡和身份证统一起

来？

胡晓义表示 ，

2004

年施行的

《居民身份证法》，关于居民身份证

的登记规定了九个项目， 分别是：

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

户口所在地住址、 公民身份号码、

本人照片、证件有效期、发证机关。

居民身份证本身的功能定位主要

是社会管理，它不太可能提供非常

广泛的公共服务。此外，《居民身份

证法》规定，

16

岁以下居民不强制

领取身份证， 但

16

岁以下公民的

社会保障需求也需要有一定的载

体来支撑。而现在发行的社会保障

卡的芯片容量成倍于居民身份证，

除了基本信息之外，还记录了大量

动态信息，包括每一次缴费 、每一

次领取待遇、每一次就医的资金支

付等。 在先行发卡的地区，比如北

京市，所有中小学生都有社会保障

卡。 所以，他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

看，一证和一卡都是政府提供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不太

可能相互取代。

随着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人

们对持社保卡跨地区无障碍就医

以及养老的要求越来越多。社保卡

何时能真正实现“全国通”？胡晓义

表示，社保卡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

全国通用的，目前只有达到社保卡

全国统一标准，才允许这些地区发

卡。 现在，人社部正在搭建覆盖全

国的互通互联网络平台，而且搭建

了跨地区的交换接口，目的就是在

技术上提供一个支持全国流动和

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技术环境。

政

策

解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