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季堂
胡季堂（

1729

—

1800

）， 字升
夫，号云坡，系胡煦之幼子，

7

岁丧
母，由长嫂甘氏抚养长大。

胡季堂初由荫生入仕，授顺天
府通判，调至刑部任员外郎，后升
任郎中。

1766

年（乾隆三十一年），

出任甘肃庆阳知府，旋又升任甘肃
按察史。 三十六年，调任江苏布政
使，因政绩显著，获朝廷优奖。三十
九年，晋升刑部右侍郎，兼管顺天
府。四十四年，升任刑部尚书，赐紫
禁城骑马待遇。 五十五年，受命前
往山东滨州，暂署山东巡抚；时值
山东灾情严重，便上奏朝廷，截存
运漕米

22.19

万石，酌济遭灾州县，

回京后加封太子少保。 六十年，调
任兵部尚书，受理户部三库。

1798

年（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赐孔
雀翎。翌年，加封为太子太保，首劾
乾隆宠臣大学士和坤二十条大罪；

和坤被诛杀抄家，其家储存的米麦
杂粮

1.16

万石被没收，十分之八拨
给文安县， 十分之二拨给大成县，

以救水灾饥民。由于京畿郊县灾情
严重，饥民蜂起，朝廷钦命季堂先
后前往长辛店、沧州等地镇压。 继
又参与镇压四川、 湖北农民起义，

力主“扼要隘，派重兵防守”，其“筑
堡清野”“剿抚兼施”， 等办法和朝
廷不谋而合，深得嘉庆赏识。 乾隆

时的很多大政方针“悉皆季堂手
定”“前后政令如划一”。

胡季堂一生谨慎勤奋，主持部
务晨起整理案卷至晚饭止，“执卷
如诸生，撰古今任子录以自勉。 集
诸史列传为之论赞， 好社氏通典、

司马光通鉴，故遇大事有断制”。对
人既看其长，又知其短，识其才，用
其长。 知人善用，不偏听、偏信。 凡
经其举荐的人，都名噪一时。 季堂
于嘉庆五年十月病故，终年

72

岁。

死后，帝赠太子太保，赏《陀罗经》，

并派御前侍卫十余人前往祭葬，赐
谥号“庄敏公”。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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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名人

朱堂店战斗

1939

年
5

月中旬，鄂中区党委
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 李先念、

陈少敏传达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
武装的整编与扩大等问题的指示，

决定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统一
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
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所属武装
合编为

3

个团队和
1

个挺进团队，

原信罗边游击大队和信阳挺进队
一支队合编为二团队，由王海山任
团长，钟伟任政治委员。

7

月初，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
支队二团队奉支队司令部的命令，

经信阳南王岗整编后，在团长王海
山、政委钟伟的率领下，向信罗边
挺进，筹集粮草，发动群众，开辟信
罗边敌后抗日根据地。

11

日，二团
队到达柳林北的王家店车站，发现
日军的运兵车。 王海山当机立断，

突然对兵车发起袭击，日军损失惨
重，匆忙向信阳逃窜。 二团队经杜
家畈到达朱堂店驻扎。

朱堂店位于大别山北麓，是信
阳与罗山交界处的一个重要集镇
和交通要塞， 是历来兵家必争之
地。

14

日，日军派兵
600

余人尾随
二团队向朱堂店扑来。因不熟悉这
一带地形， 日军派骑兵先行侦察，

被二团队哨兵发现， 双方短兵相
接，进行短暂的枪战。天很快黑了，

日军不敢恋战，连夜撤回。

当日夜晚，二团队召开由各大
队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上，

王海山认为日军虽然撤回，但是他
们明天还会再来朱堂店报复，队伍
要做好应战准备。会议讨论并制定
了“诱敌深入、重兵设伏、全面包
围、痛歼日军”的作战计划，对整个
战斗做了详细部署。王海山下达命
令：“三营一连在朱堂店东北埋伏，

发现日军后且战且退， 诱敌深入；

一营埋伏在朱堂店西南陈家祠堂，

依托后山伺机出击；二营在团指挥
所左侧埋伏，团警卫队、手枪队在
右侧埋伏，形成钳形之势，切断日
军退路；三营二连、三连在枫树坡
埋伏，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给予狠
狠打击。 ” 王海山团长分析了敌我
双方形势，坚定而严肃地说：“同志
们， 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要避实就虚，智打，巧打，给日军以
重创，以弘扬我二团队军威。 ”钟伟
政委也强调，“如果打不好这一仗，

我军就难以在这里立足，群众也不
可能发动起来，国民党顽固分子也
会出来捣乱，这样，就损害了我军
在群众中的威信。 ”

经过团长、 政委的动员分析，

大家一致认为：“这一仗应该打
!

”

15

日
10

时许， 日军由杜家畈向朱堂
店袭击。 日军先集中火力狂轰滥
炸，然后开始进攻，三营一连首先
与日军接火，边打边撤，日军紧追
不舍。当追至离二团队指挥所不远
处， 一营立即从正面进行反攻，二
营从左侧冲击，团警卫队、手枪队
从右侧冲锋， 日军在三面重击之
下，惊慌失措，仓皇溃逃。二团队紧
追不舍，把日军逼向枫树坡。

枫树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低
洼地带，四周山峦起伏，树木葱茏，

地形宛如一条长方形的“口袋”。日
军被逼进这条“口袋”后，早已埋伏
在此的两个中队突然开火，轻重武
器一齐扫射日军。 前有埋伏，后有
追兵，日军意识到被包围了。于是，

日军困兽犹斗，展开反扑，企图夺
路而逃。二团队指战员在当地群众
的支援下，越战越勇，打退了日军
的一次又一次反扑。 但是，由于二
团队装备简陋， 缺乏重武器和弹
药， 未能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使
战斗处于对峙状态。

为了减少伤亡， 节约子弹，王
海山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准备利用
夜战优势打击敌人。 日军害怕夜
战，下午

4

时许，竟然以施放毒瓦
斯的恶毒手段，妄图冲出重围。 王
海山当即命令指战员把毛巾浇湿
捂住嘴和鼻子， 继续猛击敌人，一
直坚持到天黑。 日军打红了眼，轻
重机枪、迫击炮同时开火。 此时战
场上，火星四溅，烟雾缭绕，一片昏
暗。 突然，日军阵中燃起一堆堆熊
熊烈火，照得夜如白昼。 “不好，敌
人要焚尸逃跑。 ”王海山了解日军
的意图后，故意让部队放开一条路
让其逃窜，同时安排二营赶紧抄近
路在芦子洼埋伏。 晚

8

时左右，

日军果然逃跑。 日军在前面跑，一
营、三营和手枪队在后面追，日军
渐渐被逼进芦子洼。 这时，只听见
军号齐鸣， 两面山上枪声大作，密
集的子弹扫向敌群。 惊魂未定的日
军腹背受击，溃不成军，丢下数十
具尸体， 纷纷向信阳方向逃去，我
军大获全胜。

朱堂店战斗，我军共击毙日军
80

余人，俘敌
6

名，缴获轻重机枪
3

挺，步枪
100

余支，子弹
50

箱，战
马

4

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朱堂店战斗胜利的消息，一传
十，十传百，很快在罗山县传开了。

罗山县各界爱国人士喜气洋洋，积
极为部队筹粮、筹草、筹柴，担着猪
肉、 羊肉等慰问品到部队慰问，热
情地称赞二团队是“真正的抗日队
伍”。 当地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四游
击纵队也派代表前来联络，表示愿
意合作抗日。

朱堂店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
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不仅在豫鄂
边区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佳话，也谱
写了新四军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据罗山县政府网站）

息县香稻丸

息县香稻丸是息县独特的名优产品，有着
悠久的历史。 据民间传说，神农氏的小女儿路
经息县夏庄南张庄时，撒下一把稻谷，当年收
后，米香溢人，被一老农收藏于次年种植，繁衍
至今。又相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应西天如来佛祖
之约到天庭讲学，在路过河南息县的时候打个
喷嚏，结果把宝瓶中的万种之种的香米稻种打
到了凡间。 据文献记载，香稻丸早在宋朝时就
已有种植，明、清作为宫廷贡品，《中国外食指
南》《河南年鉴》信阳《土特产调查》中均有息县
香稻丸的记载。

1914

年曾在美国旧金山多国
商品赛会上展销。

息县香稻丸色彩青白如珍珠， 香气馥郁，

素有“一块稻香满坡，一撮米香满锅，一碗饭香
满桌”的美称。煮粥蒸饭时只需加少许的“息县
香稻丸”稻米，则香溢满屋，沁人肺腑，食味香
美，诱人增欲。

由于息县香稻丸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产
量极为有限，所以显得极为珍贵，通常人们
作为调味品（佐料）食用。 息县香稻丸不仅有
其特有的香味和品质，而且有医疗保健作用。

息县香稻丸营养丰富， 含有大量多种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
E

含量达到
0.22mg/100g

；除此之
外

,

还含有维生素
A

、

B1

、

B2

； 蛋白质含量为
9.44%

， 除含有大量多种维生素和蛋白质外，

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和多种氨基酸， 其中：磷
460mg/100g

、钾
339.74mg/100g

、镁
140.04mg/

100g

、钙
7.32mg/100g

。 特别是硒的含量也达到
0.116mg/100g

， 明显高于其他稻米的含量；氨
基酸总含量达到

9.92%

。 由于息县香稻丸含
有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多种氨基酸及营
养元素， 能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改善新陈代
谢，是传统滋补佳品，

2004

年年底被国家质检
总局原地标记注册。

（据息县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