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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耀沙澧
——漯河第一个党组织诞生记（三）

支部领导 工会组织发展突飞猛进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见习记者 李博昊 特约顾问 刘志伟

星星之火 河南最早的县级党组织诞生

1926年2月，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
展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出现，中共中央举行
特别会议，作出了“我党必须加强开展北
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
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发展和组
织农民，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
伐战争”的决定。

据此，中共豫陕区委进一步加强京汉
铁路沿线各地党的活动。作为国民革命军
北伐的必经之路，郾城必须加强党的工
作，使其成为支援北伐的阵地。4月，中共
豫陕区委派遣共产党员汪涤源来到郾城开
展革命活动，从开展农民运动入手，发展
革命力量。但不久汪涤源就离开郾城，转
赴外地。5月，中共信阳地方临时工作委员
会书记张景增指派河南省立信阳第三师范
共青团员、郾城籍学生谢梅村返回原籍，
开展革命活动，并负责发展共青团组织。

当时的郾城人民备受军阀盘剥之苦，
吴佩孚、寇英杰派来的郾城县知事崔雯、
田桓搜刮军饷不遗余力，百姓如牛负重，
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以郾城县立中学、城
厢小学为主的教育界，受五四运动、五卅
运动影响，进步师生积极组织并参加了反
帝爱国运动，接受了新思想。加上国民革
命运动的启迪，一些进步师生滋长了对北
洋军阀的憎恨和对革命活动的向往。

据《漯河革命史》描述，谢梅村回到
郾城县约十余天，就接到共青团豫陕区委
的通知，指定他任共青团郾城支部书记，
并指示他要积极开展团的宣传和组织发展
工作。谢梅村便以郾城北大街许氏祠堂后
院为团支部的活动基地，用红蓝墨水书写
一些标语，贴在郾城县立中学、城厢小学
及教育局的墙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是号召
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为推翻直系军阀的反
动统治、建立一个光明的新社会而加入到
革命斗争中去。这在郾城教育界和不少青
年学生中引起了反响。

在此基础上，谢梅村根据共青团豫陕
区委的指示，在郾城县立中学建立了半公
开的以研究学术为名义的“青年协社”，作
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他利用社会关系，
吸收该校学生张家修、和绍仲、蔡国珍3
人参加“青年协社”，经过多次谈话，宣传
革命理论和党的主张，并正式介绍他们加
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底，学校放
暑假前，组建了以张家修为组长的共青团
郾城支部郾中小组，随后在该校开展宣传
组织活动。

同时，谢梅村在其老家老官田村谢庄
培养其四弟谢树法，带回《中国农民》《向
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给他看，讲解
革命理论，并介绍谢树法加入共青团，使
其成为郾城农村最早的一名团员。谢树法
在本村及附近的新庄、小宋庄、小田庄等
村发展青年农民秦绍周、王名绅、田瑞珍
等十几人为青年团员，这一带成为当时河
南农村青年团员数量最多的乡村，并建立
了共青团郾城支部老官田小组，谢树法任
组长。

7月，在开封上学的张光灼、万盘铭放
暑假，持上级团委介绍信回到郾城。他们
的家都住在漯河镇，便组建了共青团郾城
支部漯河小组，有团员3名，张光灼为组
长。

9月，谢梅村奉共青团豫陕区委令调往
许昌任团县委书记，同时将共青团郾城支
部书记职务移交给张光灼继任。张光灼担
任共青团郾城支部书记后，支部地址迁到
了漯河镇南大街路东张光灼家里，接头地
点设在南大街张家开办的酒馆里。此时共
青团郾城支部先后组建了郾中、老官田、
漯河3个小组后，又组建了蔡庄小组，当
时全县团员约30名。

10月，组建不久的中共豫区执委通知
张光灼到开封，将其转为共产党员，并将
共青团郾城支部改为中共郾城支部，张光
灼任党支部书记，令其回郾城后大力发展
党组织，并将表现好的18岁以上的团员转
为共产党员，党支部兼负团支部的责任。

张光灼随即返回郾城，按照中共豫区
执委的指示，将符合条件的共青团员转为
共产党员，正式建立了中共郾城支部，机
关仍设在漯河镇南大街张光灼家中。截至
1926年年底，支部组建了郾中、漯河、武
岗村、蔡庄、老官田村5个小组，共有党
员、团员30余人。

1926年夏秋，京汉铁路党组织根据原
中共郾城车站支部书记周天元调离、党的
工作急需加强领导的实际情况，派郑州早
期铁路工人党员马绍琴到郾城车站，重新
组建了中共郾城车站支部，马绍琴担任党
支部书记。

1927年1月，中共豫区执委为做好积
极响应北伐和北伐军到达后扩大革命活动
的准备工作，决定加强北伐军经过地方特
别是豫南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作，随即向在
许昌任团县委书记的谢梅村发一封密信，

通知他从1927年1月起，中共郾城支部改
建为中共郾城县委，谢梅村任县委书记，
负责建县委会，并要求在建立中共郾城县
委之后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准备开
展公开的宣传活动。在大力宣传反对军阀
的黑暗统治，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上的同
时，在农村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团
体，准备截击奉军，以配合国民革命军的
军事行动。

1月底，谢梅村回到老官田村家中。春
节刚过，他便于2月11日（正月初十）从
老官田村到漯河镇找到张光灼，传达了上
级指示，然后商议将中共郾城支部改建为
中共郾城县委事宜。张光灼汇报了郾城党
组织、团组织的情况，并根据当时党员情
况，提议刚从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毕业、经
党组织介绍回原籍郾城的宁香山成为县委
成员。谢梅村经过考虑，认为符合革命斗
争的需要，3人便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组建
了中共郾城县委，谢梅村任县委书记，张
光灼任县委委员兼负组织责任，宁香山任
县委委员兼负宣传责任。县委机关暂设在
漯河镇寨内南大街路东张光灼家开办的酒
馆里。谢梅村随即向中共豫区执委写信汇
报了郾城县委的组成情况，请求核准，中
共豫区执委随后通知批复。

至此，中共郾城县委成为河南最早建
立的县级党组织之一，为漯河地区党的力
量的壮大、革命斗争的发展、工农革命运
动的高涨拉开了序幕。

中共郾城县委建立之后，致力于党组
织、团组织力量的发展壮大。数月之内，
党员、团员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开展的
各项革命活动也日益繁多。县委机关先转
移到郾城县教育局院内，后又迁到北大街
南头路西许氏祠堂后院。此时，中共郾城
县委的管辖范围扩展到毗邻该县的舞阳和
西华部分地区，领导6个支部和6个直属小
组，即郾城车站支部、漯河寨内支部、郾
城城关支部、郾城老官田支部、郾城蔡庄
支部、舞阳北舞渡支部和郾城武岗村小
组、郾城靳庄小组、郾城和庄村小组、郾
城杨店村小组、郾城田庄村小组、西华岗
张村小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新年伊始，记者来到早已发生翻天覆地变
化的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寨内村，试图寻找
昔日的印迹。

据《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记载，中
共郾城县委旧址位于泰山路与友爱街交叉
口南侧。如今这里已是高楼林立，成为市
区繁华的街道之一。

寨内村村主任李福兴是土生土长的寨
内村人，1992 年曾参与编写 《寨内村
志》，整理过那个时期的资料。他告诉记
者：“寨内村可以说是漯河革命的摇篮，因
为中共郾城县委当时就是在我们村里成立
的。这段历史我们村家喻户晓，是我们村
的骄傲。党员学习时，也经常用曾经的辉
煌历史鞭策自己、激励自己。”

市委史志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告诉记
者，当时的中共郾城县委把发展党员、团
员作为首要任务，努力壮大党的队伍，把
县委组建前后入党的一批党员作为骨干力
量，要求他们搞好同周围群众的关系，从
中物色党的发展对象，向他们宣传地主霸
占大量土地，资本家不劳而获过剥削生
活，不合理的私有制度是穷人受苦受难的
根源，只有推翻旧制度、建立公有制才能
使广大劳苦人民过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
的生活；以苏联革命已经成功为例，说明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同样
可以成功，而革命要成功，则必须有一个
革命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介绍他们参
加共青团或党的外围组织，经过进一步的
考验和锻炼，将他们吸收入党。中共郾城
县委采用这样的方法，先后发展百余名党
员、团员，为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组织基
础。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姚晓晓） 2月17日，记者走
访市区多家影院了解到，春节期间我市影院人气
爆棚，个别场次甚至一票难求。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市区交通路一家影
院看到，观影者络绎不绝。

“这几天电影票特别抢手，我今天的票还是
提前两天订好的。”准备入场的魏女士说，由于
今年春节没有出门旅游，看电影成了她和家人放
松的方式。

在辽河路奥斯卡影城，不少市民在自助售票
机前买票，但很多场次的票已经售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大年初一至初六，影院的人气都比较
旺，每天都在3500人次以上。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每场上座率不能超过75%，不少场次出现
一票难求的情况。

该影城总经理刘俊伟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档
共有7部影片，刚开始《唐人街探案3》很火
爆，目前《你好，李焕英》最受欢迎。“《你
好，李焕英》每天场次都在20场以上，是场次
最多的。”刘俊伟表示，春节本就是观影旺季，
加上就地过年，全家组团看电影的现象明显增
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市区各大影院始终把
疫情防控放在首位。

我市各影院针对电影院大堂、影厅、走廊、
疏散通道等公共区域，每日消毒不少于两次；对
取票机、公共区域座椅、卫生间等重点区域，每
日消毒不少于5次。电影放映结束后，工作人员
会对影厅座椅扶手等部位进行消毒。

■本报记者 陶小敏
非洲鼓、手板、三角铁、蛙鸣板、双响

筒、碰铃……这些打击乐器在一群特殊儿童手
中，奏响欢快的乐曲，每个孩子脸上都挂着灿
烂的笑容。

这是近日记者在市儿童福利院采访时看到
的一幕。

据乐队指导老师李贝贝和丁丽霞介绍，乐
队的20名孩子大多数身患残疾，不少人有智力
障碍。

“孩子们学文化课有些吃力，我们就想着从
兴趣爱好着手，帮助他们开发大脑。”李贝贝告
诉记者，打击乐节奏感强，学起来较简单，孩
子们尝试后也都产生浓厚兴趣。市儿童福利院
打击乐队就这样诞生了。

先是逐个学，后是合奏，孩子们对乐器都
很喜爱。练习了一年后，他们配合默契，呈现
出令人称赞的合奏效果。

“每月一次的生日会上，孩子们都会表演，
效果一次比一次好。他们也变得更加开朗了。”
丁丽霞介绍，她们将带领孩子们演奏更多乐
曲，让孩子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收获自信、快乐
成长。

■本报记者 王 培
2月17日，春节假期最后一天，一名男孩

和家人外出时不慎走散，执勤交警帮助他联系
到家人，男孩最终安全回到家人身边。

当天下午5点多，正在市区交通路与人民路
交叉口执勤的辅警王尚伟发现一名五六岁的男
孩边走边哭，身边没有大人，连忙上前询问。

原来，男孩和家人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
了。王尚伟把孩子带到警亭，耐心安抚。男
孩情绪稳定后，王尚伟询问其家人电话并进
行联系。此时，男孩的家人也正在焦急地寻
找他，接到王尚伟电话后，他们悬着的心才
放了下来。

不久之后，男孩家人赶到警亭接走孩子，
并向王尚伟连声道谢。

与家人走散 男孩获帮助

春节期间
影院人气爆棚

特殊乐队奏出新春希望

2月18日，漯河火车站志愿者搀扶老年旅客
出站。 见习记者 万天宇 摄

中共郾城车站支部成立后，根据当时的主要
任务和漯河的情况，制订了工作方案，即努力恢
复、发展工会组织，团结广大工人，领导郾城车
站的铁路工人运动，同时领导漯河各阶层人民的
革命斗争。

中共郾城车站支部加强了对京汉铁路总工会
郾城车站分会的领导，成员分别担任工会职务。
杨志清任委员长，周天元任秘书，丁朗卿、程守
春、郑逢时、韩惠庵任工会委员，王既清负责勤
务工作。支部与工会形式上是两个机构，实质上
是一套人马。支部是不公开的组织，是领导铁路
工人运动的核心。工会是有着合法地位的公开群
众组织，对于铁路工人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支部
首先作出决定，然后工会发动群众贯彻执行，解
决问题。

新建立的支部积极贯彻执行党关于加快恢复
工会组织、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指示，在恢复工
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会会员，健全组织体
系，短短两个月，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记录，郾城车站分会辖
区域北至小商桥，南至西平县。二七大罢工前只
有机务处加入工会，车务处另组有慈德公益会，
工务处无组织，经过周天元等同志的努力，当年

“三月间工会恢复，机务处工人完全加入工会，
工务处工人完全加入工会，车务处工人加入者过
半数，共有会员三百三十八人”。

在发展工会会员的工作中，支部通过工会替
工人说话办事、撑腰壮胆，大大增强了工会的威
信。工人纷纷要求入会，从而加快了工会壮大的
步伐。《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记录了当时的情
况：“四月，工务223号道棚工人闾毛与多人发
生讼案，被乡人势力所迫，解送郾城县署羁押，
并受责打。报告工会，工会派人营救，达到完全
胜利，于是工会很有信仰，车务处工人尚有三分
之一未加入者，负责人急忙促使其加入工会。五
月，车务处押运工人与京汉火车货捐局稽查员冲
突，工会负责人出头交涉完全胜利，于是车务处
未入会者续加入四十余人。”“工会委员对于组织
和宣传工作加紧进行，如巩固十人组，组织纠察
团，均有成绩。”

由于支部领导工会做了大量工作，截至
1925年5月，除二十余人未加入工会外，约500

名工人加入工会，会员约占全体工人的96％。
这与二七大罢工前相比，工会组织有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铁路工人队伍实力雄厚，成为京汉铁路
工人中坚力量。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77人，代表165
个工会。周天元代表郾城车站分会光荣地参加了
大会。

1925年9月18日，河南总工会在郑州召开
成立大会，到会代表100余人。郾城车站分会派
代表叶大坚参加了会议。10月，浙奉战争爆
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开展了反对封建军
阀统治的革命斗争。郾城车站分会按照上级工会
通告，召开全体大会，发表宣言，表示反奉反
直。11月，郾城车站分会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
第三十号通告，要求各级工会巩固内部组织：首
先召开全体工人大会，阐释通告上要求巩固内部
组织的意义，然后分别召开了机务、车务、工务
各段的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了各段的工会委员
会，建立了工会小组，同时建立了工会活动制
度。中共郾城车站支部领导工会做了大量扎实的
组织建设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郾城车站分会的
各级组织体系，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指示的贯彻
执行，保证了工人阶级的坚强团结。据《二七大
罢工资料选编》记录，到1925年年底，郾城车
站分会所辖之区除二七大罢工前吴佩孚所派副班
梁金生一人未加入工会，其余均加入工会。

在党的领导下，工会恢复后，活动内容日趋
丰富，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工会下设俱乐部和救
济会，俱乐部内除备有各种乐器，还订有《国民
新报》《工人周刊》《京汉铁路流血记》等报纸、
杂志，供工人学习。工会还为工人办了许多好
事，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如，不经过工会同
意，车站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工人死亡，必须向
其家属发放一定数量的抚恤金；每隔两年给工人
增加工资3元；工人子弟乘车免费，当工人有优
先权等。

1926年春，河南重陷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
其河南督军寇英杰的黑暗统治之下。反动当局大
肆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封闭工会组织，漯
河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又遭摧残。在此情况下，
周天元奉调江岸车站开展工人运动，中共郾城车
站支部的活动终止，工人运动又暂时处于低潮。

许氏祠堂曾是原郾城县委的办公地。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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