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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破晓现晨曦
——漯河第一个党组织诞生记（一）

慰问困难家庭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特约顾问 刘志伟

五四运动 新思想影响漯河

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进入
中国，大肆掠夺的罪恶活动由沿海到内地逐步
深入。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的魔掌
伸向中国腹地，特别是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
实际上形成了对包括漯河在内的中原地区进行
经济掠夺的动脉，在漯河设立头等郾城车站，
为其掠夺财富、倾销商品大开方便之门。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
削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
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
化，导致了广大人民一次次的反抗斗争。但由
于没有革命理论指引，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
党领导，这些斗争只能是一些自发的斗争，不
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实践证明，只有用先进
思想作为革命活动的理论指导，只有中国无产
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推翻旧
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根本变革。

灾难深重的漯河人民，盼望着这一天早日
到来。沙颍大地，在黑暗笼罩下盼望着黎明的
出现。

由市委史志研究中心编著的《漯河革命史》
中这样记载：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失败而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
中原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地处沙澧之滨、京汉
线上的重镇漯河，得风气之先，即刻引起强烈反
响，爱国青年师生群情激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
爱国反帝斗争，震惊省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民主和科学思
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漯河传播。这种传播
是以各种新式学校为阵地，以爱国师生为桥梁
而展开的。

漯河的新式学堂是晚清政府推行“新政”
中相继开办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郾
城办小学堂，次年办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办漯河镇高等预备科小学堂。在此
前后，郾城、舞阳、临颍等地也都建起了各种
师范、中学、甲种蚕校、小学等新式学堂。五
四运动中，这些学校的师生作为运动主力军表
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地爱国运动
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俄
国革命在中国广泛传播，他们又将这一新的思
想逐步在漯河传播开来。

1920年，进步知识分子田清波创办临颍县
蚕校（后改为甲种蚕校，相当于现在的中学，
旧址位于如今的临颍县北街学校）。他先后走过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锐意办学，决心
培养能对中国社会作出贡献的有用人才。因
此，他特别注重聘请思想进步的老师到校任
教。1921年，全国闻名的进步诗人、文学家徐
玉诺先生应聘来到学校，讲授国文课，使学校
增添了新的教学内容，加深了政治色彩，出现
了思想上的生机。徐玉诺公开向学生介绍马克
思主义，讲述俄国革命的故事，倡导学生阅读
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使青年学生第一
次接触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光辉
成就，耳目一新，大长了见识。

除此之外，徐玉诺先生还把他具有浓郁民
主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学生，揭露中国
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启发学生向往自由、民
主，进而改造社会的革命觉悟。诸如《将来的
花园》《永在的真实》《为什么》《翻过山来》
《一双破鞋》等小说、散文和诗歌，都给学生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稍后，田校长又请来了国文教师叶善枝。
叶老师五四运动前曾在上海，非常熟悉上海文
艺界的活动。来到蚕校后，他以十分鲜明的政
治观点从事教学和社会活动，非常突出地在学
校内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述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的故事，介绍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主张“以俄为师”，走俄
国人民武装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道路。在他的
住室里，悬挂着列宁的大幅画像，写有充满革
命思想的对联。他还为学校图书馆购置了《共
产党宣言》《赤都心史》《俄乡纪行》等革命书
籍，并把这些革命书刊、杂志介绍给学生阅
读。他多次启发学生的革命热情，说：“临颍的
封建势力密封得像铁桶一般，我们一定要把它
戳个大窟窿，透过一缕阳光和一丝新鲜空气。”

经过革命理论的熏陶和叶善枝的教育启发，
一些青年学生逐渐学会了用革命的观点观察周围
的社会，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象和本质的认识，
开始渴望革命，仰慕火热的斗争，更渴望找到共
产党。他们认为叶老师可能是一位共产党员，不
止一次地向他表示要找到共产党，叶老师坚定地
告诉大家：“只要你们找，就一定能够找到。”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的传
播，促进了漯河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为中国
共产党在漯河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工人出现 奠定阶级基础

由于沙、澧二河在此相汇，漯河这个交通
要冲历史上都是作为以货物集散地的中原商埠
而驰名的。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已经是“江南
百货萃，此处星辰罗”的繁华地带，商号的店
员、转运业的大批搬运装卸从业人员已有相当
的数量，在城镇人口中有着一定的比例，但真
正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在京汉铁
路通车以后。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一日，京
汉铁路全线通车，在郾城设立头等车站。至
1950年，郾城车站更名为漯河车站。滚滚铁
流，不但连接长江南北，也孕育着革命的火种。

原在郾城一带修筑铁路的民工和苦力约
300人同时转为郾城车站铁路员工，这是漯河
历史上第一批工人。从此，他们作为一支独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1920年，郾城铁
路工人已有较大发展，全站设机务、工务、车
务三个处，工人近500名。

1912年，浙江人阮文忠从宁波来漯河创办
元芳蛋厂，生产干蛋黄、干蛋白和盐黄等蛋制
品，远销沿海地区并出口。在此后数年内，又
相继建成元丰、祥盛魁、德和、美丰、鼎丰等
蛋厂。各个蛋厂均在漯河招收当地工人，因全
为手工打蛋，每厂所用工人数目均不少。因
此，随着十多家蛋厂的兴建，漯河出现了铁路
工人之后的第二批工人。

漯河为水旱码头，清末民初已经是南北通
衢，五方杂处之地。京汉铁路通车后，铁路同
水路交会，使漯河“华洋辐辏”，商业空前繁
华。汉口的万恒正等多家行栈“张挂招牌”，开
设名目繁多的各种公司。1906年，大同公司建
立，当年漯河就有粮行21家。1912年，巩县芦
荣宗集资银币万元，在漯河开设豫庆煤炭粮食
转运有限公司。随着转运业的兴起，大批转运
业工人（俗称脚行）出现，这是漯河运输工人
的前身。铁路工人、蛋厂工人、运输工人相继
在漯河大批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漯河建立地
方组织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自从产生之日起，便受到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政治

压迫和经济剥削。郾城铁路工人的境遇也未能
例外。”市委史志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说。

史料记载，当时在郾城车站，封建等级现
象非常严重，工人属等外级，工人对站长必须
以“老爷”相称，对卖票、检票的小职员也须
称“师爷”。工人工资每人每月平均只有9元左
右，而站、段长的工资每月高达1100元，高出
工人工资100多倍。工人的劳动强度繁重，工
作时间长，生活条件却非常困难。面对这种情
况，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作了一些团结互助
的工作。

1920年，为了求生存、争自由、维护自身
利益，郾城车站车务处的165名工人，在黄大
发的倡导下，自发组织了“慈德公益会”，推举
黄大发为会长。会员每月按时缴纳会费，谁家
有了困难，“慈德公益会”就给予帮助，此外还
办理其他一些慈善事宜。这种公益会成立的初
衷是很纯朴的，互相帮助。但是，这样的慈善
机构，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也没有明确的纲
领目标，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工人的苦难，面对
官僚、工头、监工的压榨无可奈何，工人仍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立组织 凝聚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
工人运动。“二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
的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
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1年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挥北
方分部及武汉分部组织并领导了陇海铁路罢工
斗争，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工人的对敌
斗争必须要有力量，而要有力量就必须团结起
来，要团结起来就必须有统一的组织。于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发动建立京汉铁路工
会组织，郑州以南由武汉分部负责组织。

1922年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
成立。《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中这样记载：

“自江岸工人俱乐部与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
以后，接着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
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相继成立。”

1922年2月中旬，在郾城车站机务工人卢
存善的组织下，建立了京汉铁路郾城车站工人
俱乐部，负责人卢存善。机务处59名工人参加
了俱乐部，并吸收小商桥、孟庙、郭店（今西
平人和）3站工人参加。俱乐部是铁路工会的初
级形式，对参加俱乐部的成员要求很严，卖票
的、检票的、话务员、报务员这些小职员都不
准参加。俱乐部开展工人娱乐活动，并自办一
所工人业余学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利用学习
的机会，秘密传授马克思主义。

1922年春，京汉铁路全线包括郾城在内的
16个大站，均成立了俱乐部。《河南工运史研
究资料》中说：“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
表，决定组织总工会。”郾城车站代表杨志清参
加了会议。同年8月，全路有两万余名工人加
入了俱乐部。“总工会成立之机，遂日趋紧迫
了。本月十号，在郑州召集总工会正式筹备会
议，到会者共十四人，代表十四处……郾城代
表一人杨志清……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3天的会议中，代表们报告了各地俱乐
部等备建立情况及现状，讨论了总工会的组织
和章程，商议了总工会的筹备事宜及各地代表
的提案。杨志清作为郾城代表参与了整个会议
的活动，并接受了总工会筹备活动给予郾城铁
路工人的任务，受到了革命理论的熏陶和实践
的锻炼。

8月24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领
导本站工人罢工，要求革除无端虐待工人的厂
长、增加工资等。《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在记
录当时罢工运动时写道：“其罢工步骤，则定于
二十四日由北京至彰德，二十五日由彰德至郾
城线，二十六日由郾城至汉口线。”长辛店罢工
以后，由于工人有了统一的组织，行动一致，
京汉铁路各站群起响应，支援罢工。“二十六日
晨七时，郑州工作状态宣告完全终止，各车站

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但工人罢工后，
鱼贯出厂，其秩序之严整，令人起敬。至九时
又传至许州、郾城至信阳等处。”

郾城车站工人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长
辛店工人罢工。罢工胜利后，全路工人每人每
月加薪3元。郾城车站工人将第一月加的3元
钱，自觉捐给总工会办事处作建筑费用，以支
持革命。9月，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兴起，“各处
工人纷纷起而援助”，郾城车站全体工人，每人
捐半日工资，全站共捐50余块银圆，以支援粤
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

经过一系列的工人运动，郾城车站的工人
阶级队伍革命觉悟日渐提高，纪律日趋加强，
斗争力量越来越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2年10月，根据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命令和京汉铁路总工
会章程草案规定，京汉铁路郾城工人俱乐部同
该站的“慈德公益会”合并，正式成立了京汉
铁路总工会郾城车站分会，委员长卢存善，会
址设在漯河平汉前街。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漯
河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为京汉铁路十六个
分工会之一。实践表明，漯河工人阶级已经作
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参加罢工 工人得到锻炼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描述说，1923年1
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召开第3次会议，

“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成立总工会之机确已成
熟，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
会的成立大会”。伴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马
克思主义也越来越广泛地在工人中传播开来。

1月31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及
有关工运领导人张特立（即张国焘）、李汉俊、
陈潭秋、恽代英、林祥谦、施洋及京汉南段、
粤汉路的代表同进步学生一起，从武汉北上郑
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筹委会
通知郾城车站分会到站迎候。车到之后，分会
负责人卢存善、杨志清等组织车站工人200余
名，听取了施洋关于“争人权、争自由、保护
劳工、打倒军阀”以及“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意义”的演说，工人们听后鼓掌欢呼，自觉地
接受革命理论。同时，郾城分会派出代表周少
贞等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史料记载，当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着全路两
万多工人政治权利将在郑州集会时，曾经通电

“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立即翻脸，下令军方
“制止开会”。此时的吴佩孚已掌握了北京政权，
其势力扩展到大半个中国，并有武力统一全国的
野心。他生怕工人跟共产党走“另有异图”，因
此决计对付工人，开始向工人阶级进攻。

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当面表态同意总工会
开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会。驻郑的
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奉吴命已“豫
归防范，设法制止”，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到总
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巡阅使命令，禁止在郑
州开会”。于是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等五位
工人代表冒险赴洛阳同吴佩孚交涉，仍无结果。

2月1日，在郑州全城被反动军警紧急戒
严、会场被封的情况下，全路400余名代表同
郑州1000余名工人一起冲破层层关卡，撕去封
条，砸开铁锁，冲进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秘
书李震瀛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
随着全场内外“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的欢呼
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狂风暴雨中正式诞生。
与此同时，反动军警重重包围会场，靳令停售
代表用餐，砸毁、查封会场。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
践踏蹂躏，京汉铁路工人无比愤怒，总工会决定
举行总同盟罢工。2月4日，总工会罢工委员会
一声令下，从上午9时到12时，全路开始了大罢
工。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上，两万
多名工人在3小时内有条不紊地统一行动，全路
客、货、军车一律停驶，所有车站、桥梁、工
厂、道棚等全部停工，京汉铁路成为一条僵蛇。

《漯河工人运动大事记》描述了当时漯河铁
路工人在罢工运动中的英勇事迹。郾城分会按
照总工会的命令，卢存善、杨志清、周少贞等
领导全站工人成立纠察队，投入汹涌澎湃的罢
工怒潮之中。2月4日上午11时30分，有两列
火车进入郾城车站，立即被工人阻止。12时，
全站陷于瘫痪。京汉铁路汉口办事处处长冯云
电令复工，工人置之不理。吴佩孚派运输司令
胡汉臣专程到漯下令立即开车，并扬言如不开
车，就武力解决。工人们万众一心，坚决回
答：“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开车。”

6日，由郑州开往汉口的一列火车到达郾城
车站，在工会领导下，数名工人卧轨拼死阻止
列车南下。“7日由郑州开往汉口之列车上，十
四师师长靳云鹗率军队乘车戒备，而工会纠察
团准备出死力以相对抗，肖督军观于工人态度
强硬，决定命军警逮捕该团首领，强迫解散。”

“全站工人怒不可遏，与反动军警展开肉
搏，当场被绑走6人，伤数十人。”军警对被捕
工人严刑拷打，威逼上工，但是工人们谁也没
有被吓倒。8日，郾城车站“工头四名，因工人
不能服从，自请拘留”。

“二七”惨案发生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牺
牲，保存有生力量，待机再举，京汉铁路总工
会发表宣言，申明惨案经过和责任，揭露反动
军警的滔天罪行，并下令暂时复工。9日，郾城
车站分会接到总工会命令，工人忍痛复工。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
响是很大的。……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是共产
党员所领导的……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
员不到五十人。”

总结这段历史时，刘志伟说，郾城车站分会
为京汉铁路大罢工16个骨干单位之一，罢工斗
争中，郾城车站有无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由于年
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定论。但是，京汉铁路
大罢工中的郾城车站工人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的。通过自1922年2月郾城车站建立俱乐部
以后的数次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
斗争，逐渐锻炼成长了一批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
想的工人积极分子，这为漯河党组织的建立作了
充分的思想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本报记者 张晨阳
“没想到手机还能失而复得，真是太感

谢你了！”1月21日，王女士从一位男士手中
接过自己丢失的手机，连声道谢。

1月21日上班途中，王女士不慎将手机
丢失，手机里边的资料对王女士十分重要。
王女士试着拨打了自己的手机，没想到有人
接通了，对方说他早上送孩子上学时捡到了
手机。

原来，捡到王女士手机的好心人是华夏
保险公司职工李健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值此百年华诞之际，本报联合中共漯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推出《漯河故事·红色漯
河》系列报道，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漯河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讲述名垂青史的英雄模范人物故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革命精
神，激发全市人民振兴漯河、建设家乡的热情和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推动漯
河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漯河更加精彩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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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师道广传，泽
滋桃李四时茂；刚风不屈，花绽杏坛一片
红。”“精忠报国漯河梦，诚挚为民临颍春；
孝老爱亲敷暖雨，施仁播德拂春风。”……近
日，临颍县发出为临颍籍“中国好人”征集
春联的公告后，十天时间收到1000多幅来自
全国各地的作品。

2008年以来，临颍县共有12人被评为
“中国好人”：义务赡养两位孤寡老人37年的
李桂英、胡书现夫妇；二度患癌仍坚守三尺
讲台的高中老师赵茂红；四代人爱心接力照
顾老人80载的仝俊甫一家……他们在平凡的
岁月里，默默谱写着感人肺腑的故事。

为喜迎新春，也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
事，向他们学习，1月8日，临颍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县文学艺术联合会共同为临颍
籍“中国好人”征集春联。在征集令中附上
他们的故事，请广大网友把他们的事迹以春
联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行线上投稿。截至目
前，共收到1000多幅春联。这些春联的创作
者有漯河人，也有来自广州、西安、北京、
贵阳等全国各地的网友。

“春联是彰显年味的载体。这次活动将
‘中国好人’的故事和社会对他们的敬意融入
春联中，让人们在共度欢乐春节的同时，学
习好人精神。”策划本次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近日，他们会组织书法家书写春联，并赠送
给临颍籍“中国好人”。

■本报记者 朱 红
1月25日，漯河日报社“暖冬行动”小

组与漯河星火志愿团的志愿者冒着严寒来到召
陵区姬石镇，为4户困难家庭送去爱心物资。

张清治今年90岁，家住姬石镇范寨村。
老伴去世后，张清治独自生活。“老人生活很
苦，平时连电都舍不得用，做饭都是摸着
黑。”范寨村一名村干部说。

张启山患有小儿麻痹症，是村里的五保
户。志愿者把爱心物资一一搬到屋子里，并安
慰他说：“有了大家的帮助，生活会慢慢好起
来的。”

王要忠是姬石镇范寨村的五保户，他的母
亲因脑出血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身边离不开
人照顾。“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的心里暖
暖的。”王要忠说。

62岁的李妹老伴已去世，她自己患有多
种疾病。看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志愿者来看望
她，她激动地说：“天这么冷，谢谢你们来看
我！”

千余名网友
为“中国好人”送祝福

手机失而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