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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版写手

▲

C07版漫画 ▲

C08版玩吧▲

C06版网事

【娜说河洛】

河 洛

“远去的村落”之东杨屯村（上）

豺狼来了有猎枪
【河图洛影】 河洛古树名木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道、老民宅、旧窑院、古亭
台、古城堡等，无不带着河洛文化的鲜明烙印，向我们讲述古往今来
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

□记者 张丽娜

洛阳市体育中心、洛阳理工学
院那一片儿，就是原来的东杨屯村
所在地。

这地方依山傍水，最宜人居，早
在春秋时期，便有炊烟袅袅。明朝洪
武年间，一大批山西人响应政府号召
来此定居，渐成村庄。

土肥水美的庄子，就像上等五花
肉，总有不怀好意者垂涎。于是乎，
从古到今，隔三岔五，东杨屯人就得
斗一回“狼”，远的不说，就说19世纪、
20世纪吧，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斗土
匪，抗战期间打鬼子，这个村子几乎
有半个世纪都没消停过。

老洛阳人管土匪叫刀客。民国始
建，军阀混战，刀客们趁火打劫，祸害
百姓，到处敲诈勒索。

东杨屯人勤劳耕种，生活富裕，
村中多大户，骡马成群，刀客常来
骚扰。

1829年秋，一伙刀客窜进村庄，
绑走了四五十个村民。若是人质的
家属不赶紧花钱赎人，刀客就会把人
质的耳朵割下来，送到该村民家里。

1840年，刀客们打算单抢一户姓
闫的人家。这家人经营油坊，很有
钱。可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闫大户
提前藏匿了财物，刀客们翻箱倒柜，
只找到了几桶油。

为了对付刀客，东杨屯人加固了
寨墙，卖地买枪，组建了民兵团。由

村民杨文成挂帅，团丁们头贴神符，
集体高呼：“不怕天，不怕炮！”跟刀客
公开叫板。

刀客还没消灭干净，抗战爆发
了，更残忍的日本鬼子来了。

鬼子害怕大道上有地雷，便从田
里抄道进村，不但毁了东杨屯的麦
田，还威逼村民给他们推坦克和运兵
车。村民为自保，拖家带口牵牲口

“跑老日”（躲鬼子）；没跑远的，被日
军抓住，用绳子拴在了一处——鬼子
怕村民给抗日军队送信儿。

可是，自由的心怎会那么容易被
拴住？勇士们还是跑了。有人奋起
反抗，打死了日本兵，给附近的抗日
游击队送去了情报；有人直接加入了
游击队。

村民闫福寿、毛高山担任游击
队侦察兵，天黑后潜入日军阵地，干
掉了哨兵，用手榴弹炸得鬼子人仰
马翻。

在东杨屯人忙着打“狼”期间，国
民党第十五军曾来帮过忙。东杨屯人
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可是
国民党救不了东杨屯，更救不了病入
膏肓的旧中国。第十五军遭到日军突
袭，死伤惨重，不得不撤往山西。

多亏解放军奋勇提枪，舍命帮
忙，解放了东杨屯，解放了洛阳，不
然还真不知道这斗“狼”啥时候是尽
头呢。

在嵩县何村乡的吕岭村北王岭自然村，生长着一棵黄连木，树龄
2200多年，树冠占地半亩多，树身由多个树干组成，六七人伸开双臂都抱
不住！省林业部门已将该树编入名木古树名录，建立档案并挂牌，以便让
其得到更好的保护。 王高潮 摄

莫道黄连过得“苦”
两千多“岁”仍健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