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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
晴间多云，东北风2~3级，-1℃～
11℃

晴间多云，偏南风 3 级，-1℃～
17℃明天

后天
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1℃～
12℃

市气象局提供

春雷一声万物苏
——漯河第一个党组织诞生记（二）

纸质“健康通行卡”
方便老人儿童出行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这笔钱，也感谢老

太太拾金不昧，让我可以过个安心年。”1月
30日上午，市民张先生握着市公安局郾城分
局沙北派出所民警李亚军的手不停地说。

张先生家住黄河路兰乔圣菲小区。1月29
日早上8点，他下楼扔垃圾时不慎将装有8万
元现金的白色手提袋一起扔进了垃圾桶。当他
发现后回去寻找时，垃圾桶里已经不见手提袋
的踪影。

“我们巡逻到兰乔圣菲小区门口，看到一
名男子神情慌张，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李亚
军说，得知张先生的情况后，他立即赶到监
控室调取监控，并安排同行的辅警在小区内
走访调查。

上午10点，当辅警闫亚辉走访至张先生
丢钱的垃圾桶附近时，发现一名老太太正提着
一个袋子在原地等待。上前询问后，得知老太
太捡到钱后，也正在焦急地寻找失主。

革命形势好转，工人运动复苏

1925年5月30日，外国巡捕在上海枪杀
游行示威的中国工人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激怒了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反帝
爱国运动迅速从上海兴起，席卷全国。

《漯河革命史》中记载，消息传至漯河城
乡后，广大工人、学生和商界、教育界人士等
无不义愤填膺。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漯
河铁路工人在中共郾城车站支部书记、工会秘
书周天元的带领下，大力组织募捐活动。工人
们慷慨解囊，踊跃捐献了1300多元，汇寄上
海，支援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加强斗争力量，周天
元联络了外地回漯河的进步学生及工、商、
学、军、警各界，发起并组织了“郾城市民沪
案后援会”，漯河工商实业界名人张晋卿担任
委员长，周天元和郾城教育局局长陈仲行任副
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周天元及进步学生负责，
办公机构设在东旭小学。

6月23日，郾城市民沪案后援会在火车站
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
斗争。各界人士5000余人冒着倾盆大雨、踏
着泥泞，于上午8点涌向车站附近德和蛋厂门
前的会场上。驻漯河国民二军第四师第七旅徐
延令部及当地警士也威武雄壮地列队入场。委
员长张晋卿首先报告了五卅惨案经过，并号召
郾漯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全
力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爱国斗争。随后，周天
元、学界代表曹元庆、郾城学生代表曹国彦等
相继演讲，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者的暴行，
动员各界切实行动起来，支援爱国斗争。会后
即开始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以铁路
工人擎旗为先导，商界、学界紧跟，军队、警
界殿后，队伍从火车站出发，穿过漯河主要大
街，越过大沙河，直抵郾城城内，沿途散发传
单，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不准销售英

日洋货”“反对穿用仇货”等口号，并举行演
讲，群情激愤。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记述说，在沪案
后援会的领导下，周天元等组织成立了以铁路
工人为主，并有学生、市民参加的英日仇货纠
察队，“勒令英日洋商一律停止运销仇货，督
促商、学各界每日派人上火车严查往来英日货
物。其他各小商店，附贩之仇货限期停售。”
漯河阮祥永商号，包销英美烟草公司纸烟，纠
察队令其限期将存货销完，但其置若罔闻，屡
查不绝。当被查封时该号经理串通当局要人，
对群众的爱国行动进行压制，声言工人、学生
无权处理此事，因此激起公愤。周天元即率领
工友二十余人，与学生、教师结合在一起，把
商号庇护者推到郾城东关外，同其开展说理斗
争，驳得他理屈词穷。

漯河寨内北大街商人李全兴，为一己之
私利，不断从上海购进英日货物，又勾结商
务会长万新斋图谋对抗。愤怒的工人、学生
将其所购之仇货及查禁阮祥永商号的纸烟，
一并搬到火车站北沙河滩上付之一炬。大火
熊熊，灭了洋商奸商的威风，长了漯河人民
的志气。

周天元等领导的郾城市民沪案后援会的斗
争，使反动当局惶惶不安，于是路局的监工与
黄河总段长勾结，将参加示威的工人呈请路局
处罚，共罚26人，每人1元，但工人不因此丧
气，继续组织武装纠察团北上宣传。纠察团浩
浩荡荡，分赴新乡、安阳等地宣传和声援五卅
惨案，沿途烧毁了许多英日仇货。

郾城县砖桥乡青年村（当时属西华县），位
于漯河车站东35里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王拱
璧先生从事他新村建设的基地，这里设有青年公
学、中原农人协会、农村自治会、青年合作社、
青年书报社、青年织工厂、女学辅助会、青年蚕
桑协会等团体，在全省均有很大影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中共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次大会标志着国民
革命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但这时的河
南，仍然在反动军阀吴佩孚的统治下。吴佩
孚深感二七大罢工工人力量的强大，便更加
严厉地控制铁路工人，“概行禁止自由”“如
有鼓动罢工者，请以武力解决”。在加紧政治
统治的同时，采取多种手段搜刮民财，以弥
补入不敷出的军费开支，给河南人民带来深
重的灾难。因此，中共在河南的统一战线工
作难以开展。

1924年年底，中国北方的形势发生了很
大变化。10月，冯玉祥利用直奉战争的机会
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所控制的北京
政府，为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
条件。此后，胡景翼任国民二军军长，率部
进军河南，进驻开封，李大钊多次到河南，
做胡景翼的统一战线工作。胡景翼拥护孙中
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赶走了直系吴佩孚的势力，稳定了人心。胡
景翼的政治态度对河南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建国豫军两万余
人在总司令樊钟秀的率领下从广东赴河南，
驻扎在临颍县城。樊钟秀早年仰慕孙中山，
拥护国民革命，曾率部赴广州参加讨伐陈炯
明的战斗。后奉孙中山之命，开拔河南，扩

充力量，与胡景翼合作，以备孙中山驱策，
随时参加国民革命，这也为漯河临颍一带的
工农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

1925年年初，河南工人运动打破了二七
惨案以来的沉寂，逐步复苏和高涨起来。1
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和郑州分会均已恢复。2
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
代表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也于同日召开成
立两周年纪念会，举行示威游行。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 中这样记载：
“二月七日，代表到郑州者有京汉、粤汉等铁
路代表四十一名，济济一堂，均为各铁路工
会优秀之领袖。”参加大会的郑州工人及各地
代表1000余人。郾城车站的杨志清、丁朗
卿、郑逢时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
通过了十多个决议案，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
针，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京汉铁
路总工会宣言中写道：霹雳一声，素为万恶
资本家所痛恨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又在郑州恢
复了！……我们要各地分会早日恢复！

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中共党组织
着手进行该路各分会的恢复工作。不久，
河南境内的郑州、郾城、信阳等8个分会迅
速恢复，共有会员6900余名，为京汉铁路
工人的中坚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地
分会的恢复，不仅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生活
的保障者，同时推动了中国北方革命形势
的发展。

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以后，中共中央
候补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
波，京汉铁路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常驻郑
州京汉铁路总机关办公。此间，为了迅速
发展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他们携马绍琴多
次到郾城车站，深入工人中间，调查了解
情况，指导工人运动。

马绍琴，郑州北郊双桥村人，十几岁即
随叔父马文庆到郑州铁路机车房当擦车工。
郑州铁路工人夜校成立之后，马绍琴积极参
加夜校学习，李大钊到夜校讲课时，他坐在
最前面，学到了文化知识，接受了马列主义
理论，萌发了革命思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干事李震瀛到郑州领导工人运动，成立郑
州铁路工人俱乐部。马绍琴工作努力，表现
突出，并团结了很多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很
快成长为李震瀛从事革命工作的得力助手。
1922年3月，李震瀛亲自发展马绍琴等12人
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马绍琴被指定为支
部书记。不久，马绍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他积极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在向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普乐园会场进发途中，马
绍琴等率领青年工人走在队伍的前头。在罢
工斗争中，他积极组织并参加了以青年工人
为主体的纠察队和敢死队，与荷枪实弹的敌
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漯河党史
人物传》中收录有马绍琴的篇章，记载了马
绍琴的革命事迹。李震瀛和马绍琴他们多次

来到漯河，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工
作。李震瀛拿着《向导》对大家说：“李大
钊先生说得对，工人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
天字，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顶天立地，就是
要同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进行斗争，斗
出一个新世界！”马绍琴也风趣地对大家
说：“工人的工字一出头就是个土字，就能
顶天立地，工字往下出头就是干字，就得干
革命，我们青年人不干谁干？只有起来斗
争，工人才能得到解放，共产主义就一定会
实现！”

经过工运领袖的宣传发动和工会组织的
恢复发展，漯河铁路工人中涌现出了一批具
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1925年2
月，京汉铁路党组织和总工会根据党的指示
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委派共产党员、原江岸
铁路工会秘书周天元到郾城车站领导工人运
动。3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郾城车站支
部，支部直接受京汉铁路党组织领导，周天
元任支部书记，党员有周天元、杨志清、丁
朗卿、程守春、郑逢时、韩惠庵，另有一名
团员王既清，因当时没有组建团组织，王亦
参加党支部的活动。由此，中国共产党在漯
河的第一个组织——郾城车站支部正式建立
了。这是漯河史无前例的大事，是中共漯河
地方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共产
党开始在漯河这块土地上有组织地领导当地
群众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漯河人民的革命
斗争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特约顾问 刘志伟

郾城车站支部建立，漯河有了第一个党组织

党领导下，爱国运动蓬勃开展

1925年6月16日出版的《时实新报》以
《西华县模范村农民热烈援沪》为题，报道了青
年村当时声援上海的爱国活动。五卅惨案消息
传来后，当地农民极为关切，放下耕作，赴青
年公学及青年书报社探问情况，公学师生向农
民作了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介绍并
深入乡村演讲，很快点燃了民众的反帝怒火。
他们不顾正值麦收农忙季节，于6月7日上午自
行在青年公学举行集会，方圆三四十里的农
民、学生及郾城、西华、商水三县农、工、
商、学、军界70多个团体闻讯而动，涌向青年
公学。集会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追悼遇难
同胞，并当场作出七项决议：“助上海学生运
动，反对英日暴徒”“为上海已死伤同胞举哀，
并驰电慰问”“扩充义勇团，枕戈待命”等。

6月11日，中原农人协会又发表通电，控
诉“英日视我国为非国，视我国人为非人”，号
召全国农民做上海爱国学生的后盾，“携手奋
起，共赋同仇，力争国家地位，民族人格”，表
示中原农民“虽僻处乡村”，愿“执挺输饷，随
国人之后”。7月，青年公学为做武装抗击帝国
主义的准备，特成立了青年学生军，借附近民
团枪械，进行实战操练，并颁布了组织大纲，
规定“本军主旨为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当
时“豫省学生军中最有声色者”。

五卅运动兴起后，临颍县立师范和农校学
生积极响应，掀起反帝高潮，封闭临颍车站英
商亚细亚煤油公司达3个月之久，并在各商店
检查日货加以封存。教育界组织了沪案后援
会，通电全国各公团、各学校，恳请各界同胞
奋起斗争，共谋对策。后又组织成立了学生联
合会，既而又联合县内团体及军、警、学、
商、农、工各界人士，组成“河南临颍县各界
对抗英日联合会”，统一组织领导全县反帝爱国
运动。当时驻扎在临颍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
秀部，一方面通电控诉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一方面派代表赴上海慰问死难工人的家属，并
捐款5万元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樊钟秀极力主张对英日列强施以强硬态度，在
临颍县城创办沪案后援军官学校，培养武力，
准备即刻与帝国主义交战。

据《漯河革命史》记载，7月15日，临颍

各界在火神庙召开国民大会，到会各界人士3
万余人。会上，北京救国团代表谭慕愚、林德
懿、夏蔡如，上海三育大学教授谢毓龄，建国
豫军军需处长邓建候，教导团教官黄觉民等先
后演说，讲述上海等处惨案的经过及救国方
略。会场群情激昂，掌声如雷，当场议决并通
电政府、外交部及各省区、各群众团体，要求
政府“直接专对英日政府交涉不牵涉公使团”

“派兵入上海公共租界及各通商口岸的英租
界，解除英军驻京公使及上海、汉口、广州、
重庆各处英国领事，迫使撤退驻中国内河之英
国舰”“惩办开枪英国凶手，英国政府正式向
中国道款”“收回英国租界，取消英国领事裁
判权”“赔偿死伤同胞恤金”等。会后，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在城内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游行示威。

漯河各地的声援为上海人民向帝国主义开
展英勇斗争做出了贡献，也在当地传播了中共
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为以后中共在漯河
的发展、北伐军在漯河的胜利进军做了思想上
和组织上的准备，奠定了政治基础。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齐 放
为了疫情防控，我市目前乘坐公交车时要

求出具“健康通行卡”。为方便老人和儿童等
特殊群体出行，我市规定老人和儿童可以持有
关部门开具的纸质“健康通行卡”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那么，开具纸质“健康通行卡”方便
吗？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

“闺女，我来开‘健康通行卡’，坐公交车
用的那种。”2月1日上午8时40分许，在源
汇新区双龙社区居委会，不时有老人要求居委
会工作人员帮忙开乘坐公交车的“健康通行
卡”。

73岁的刘长发老人家住双龙社居委辖区
的阳光水岸小区，他经常坐公交车外出办事，
自从今年我市加强疫情防控以来，他坐公交车
时被要求出具“健康通行卡”，感觉很不方
便。刘长发说：“这两天听小区的人说可以到
社区开‘健康通行卡’，我就专门过来看看。”

听到刘长发老人的诉求后，双龙社居委工
作人员王录玲热情地让老人坐下，先为他测量
体温。确认体温正常后，王录玲用手机找到

“健康漯河”微信公众号，进入“防疫健康信
息码”，找到“老幼健康码助查询”功能，确
认了老人的“防疫健康信息码”显示为绿码，
身体健康正常。看到刘长发不会填写“健康通
行卡”，王录玲又帮助老人逐项填写，然后加
盖上居委会的公章，双手递给了老人。

“大爷，这个‘健康通行卡’5天内有
效，5天后您要是还坐公交车出行，到时还得
再来开新的证明。”王录玲细心地叮嘱刘长发
老人。

王录玲告诉记者，工作日期间，双龙社居
委每天都能为辖区老人开具20多份“健康通
行卡”。

据了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7日发
布通知，为方便群众出行，要求全市各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委会（社区居
委会）根据本人申请，可以对需要出行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人员开具有效期为5天的“健康通
行卡”。

目前，我市“健康通行卡”开具对象为在
本辖区内连续居住14天以上、纳入居住地村
（社区）网格化管理、无智能终端、无法直接
申领“一码一卡”的老人、儿童等人员，根据
本人自愿的原则，为其办理“健康通行卡”。
此外，其他人员也可以自愿办理。

根据相关要求，申请人可以持身份证或户
口本，到居住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申请开具“健康
通行卡”。

8万元当垃圾丢弃
民警两小时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