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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
员向省委作出巡视营口的报告。
报告列举了营口工人的痛苦境况，
指出工人斗争要求非常迫切，最普
遍最迫切的是花红问题。

2 月 8 日 中共满洲省委就组
织状况向中央报告，并请中央批准
临时省委委员名单。名单中拟选
举正式委员7人，其中有北宁路营
口特支书记欧阳强；候补委员 8
人，其中有北宁路营口特支委员熊
殿瑞等。

2 月 9 日 中共营口秘密联络
点负责人韩麟符、郑丕烈等在天津
被捕。

3 月 2 日 团满洲省委书记徐
宝铎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营口在

‘广暴’纪念日的那天，北宁路的
100多名工人罢工，要发煤钱，它的
本身已得到胜利了，但因没有提出
青工的特殊要求，这不能不说是团
工作上的最大缺损。”

3 月 9 日 团满洲省委向中央
报告工作。提到营口有同志两个，
其中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有青工部
组织一个，铁路青年工人十余名。

3月26—27日 中共满洲省委
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
有党团省委、北满、东满、南满、吉
林、抚顺、营口等地的同志共 13
人。北宁路营口特支委员熊殿瑞
参加了会议。

3月27日 营口特支书记欧阳
强当选为满洲省委委员，熊殿瑞当
选为候补委员，接任欧阳强的营口
特支书记职务。

是月 中共满洲省委统计党组
织与党员情况，全满党员共 1400
人，其中辽西特委（最近准备成立，
以营口为中心，包括沟帮子支部、
辽中特支、台安特支）共计30人。

4月24日 中共满洲省委向中
央提交工作报告称：最近将成立以
营口为中心的辽西特委，包括北宁
路关外沿线、辽河流域。

5月23日 中共满洲省委派往
北宁路的巡视员3月22日出发，先
到营口停留3天，经至沟帮子住两
天，锦州2天，4月初到天津。5月8
日到营口住两日后回到奉天。

△ 中共满洲省委发行3个月
工作计划中提到：5月份在营口、大
连各建立一个发行处，接收中央分
来的书籍、刊物、报纸等，并发出省
委所出之刊物代交中央。做收发
工作的最好是码头工人或小贩同
志。营口、大连在5至6月份至少
应为中央转运各找两个担任转运
的线索。

7 月 辽西特委召开会议，讨
论“万宝山事件”（7 月 2 日，日本
驻长春总领事馆指使日警在长春
万宝山村向中国农民开枪，打死
30 余人，制造了挑拨中朝人民关
系的“万宝山事件”），决定由营口
特支党团员公开募捐，声讨日本
侵略者。

8月10日 中共满洲省委在两
个月工作计划中提出总任务是：1、
准备在皇姑屯大厂、营口大厂发动
和领导斗争；2、发展产业支部，在
奉天兵工厂、迫击炮厂、皇姑屯等
要发展 1 倍以上，并建立海员支
部；大连、营口要发展1倍；建立抚
顺支部。

8月25日 营口练军营李营长
带领四五十名官兵，包围了位于永
世街北的营口书局，搜查出《共产
党》月刊多册，并将书局执事、厨员
及两名大学生逮捕。

9月17日 铁路总工会满洲办
事处主任李运昌经营口乘船到天
津，向铁路总工会汇报工作。

9月22日 16时，民众自发的抗
日队伍分别袭击西潮沟和三家子两
地日军。（注：9月18日夜间，日军在
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
事变。24时，日军大石桥守备队占
领大石桥全境。9 月 19 日上午 11
时，日军占领营口全城。）

9月23日 辽南义勇军张海天
（绰号“老北风”，又名张贺年，辽宁
省盘山人），项国学（绰号“青山”，
又名项忠义）部 500 多名官兵，袭
击日军占领的田庄台、营口发电所
和立科水源地。

△ 北宁路局呈铁道部代电
称：“本路营口站人员已有站长等
三人由海道来津。据称，日军占领
时员工均被逐，……以枪向击，殴
辱交加，极为横暴，……所有营口、
田庄台员工眷属多集中盘山站，现
已派车往接”。中共营口特支党员
也随铁路员工撤往关内。

9 月 24 日 抗日义勇军 100 余
人在营口附近的田庄台与日本守
备队展开激战。

9月25日 22时50分，民众自
发的抗日队伍拆除了沟（沟帮子）
营（营口）铁路河北车站附近一段
路轨，以阻止日军互相增援。

△ 营口街头出现“同胞们团
结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
党，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以及“发动游
击战争”等大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标语和传单。

9 月 26 日“靠天”（顾冠军）
率部突袭蓝旗堡（今大石桥市旗
口镇）。

△ 抗日武装 70 人袭击剪子
口日军。

9月下旬 日军根据在营口的
日本人提供的名单，大肆搜捕反
日、进步人士。

10月2日 13时30分，抗日义
勇军袭击牛庄。

10月3日 抗日义勇军再次袭
击营口立科水源地日军。

10 月 4 日 抗日义勇军首领
“长胜”率部袭击营口大高坎日军。

△ 义勇军“九胜”和“东来好”
率部850人攻打八棵树。

10 月 11 日 日本商人山口多
一在盖平县被义勇军打死。

10 月 13 日 辽南抗日武装一
部袭击营口，日本独立守备队中队
长伊藤三作被击伤。

10 月 15 日 抗日义勇军首领
“得胜”率部 200 余人与义勇军首
领“蔡老疙瘩”多次联合进攻营口
立科水源地的日本驻军，迫使日军
不断增援此地，以保供水。

△ 抗日义勇军蔡小疙瘩（蔡
宝山）攻打唐旗堡村。

△ 抗日义勇军“德胜”率部
200人攻打营口县古树子村。

10 月 28 日 赵家堡子附近 80
余名抗日义勇军，进攻水源地日军。

月底 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从
海城到营口，转达辽宁省警务处长
黄显声命令，任命项国学为东北民
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
山；张海天为第二路军司令，驻辽中；
盖中华为第三路军司令，驻台安。

11月9日 驻营口日本军队在
田庄台遭到抗日义勇军伏击，日军
死亡伍长以下3人。

11 月 24 日 东北民众抗日义
勇军第二路军（“老北风”领导的队
伍）150余人由王海顺带队，乘船在
盖平县西海登岸，攻击熊岳城日伪
当局及周围一带土豪劣绅。当场
击毙王巡长，击伤数人。日伪当局
调来大石桥守备警员，瓦房店守备
队和警察署全员出动，三面包围。
义勇军边战边撤，战斗一直持续到
次日午后两点半。义勇军撤至西
海乘船离去。

月底 日军以“天津事件”为借
口，向辽西进军。日军分三路，分
别从通辽、营口、沈阳出发。从营
口出发的日军还未来得及渡过辽
河，便受到张海天等部义勇军的顽
强阻击，迫使日军退回营口。

△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高
鹏、纪亭榭、马洪德等人同盘山县
的张海天（老北风）、项国学（青天）
等取得联系，并到辽南一带进行抗
日活动，使抗日队伍不断壮大，战
斗规模越来越大。

12 月 20 日 抗日义勇军在营
口辽河北岸击毙5名日军官兵。

12月23日 项国学、张海天率
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路军
数千人，配合东北军铁甲车队，再
次进攻营口、田庄台日军。

是月 张海天、项国学等救国
军领导人带领 1000 余人，活动在
台安、海城、营口一带。他们戴有

“抗日救国”的袖标，军纪严明，不
骚扰百姓。

党史大事记峥嵘岁月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
寺路福安巷 3 号（原北市场福安里 4 号），有 4
间青砖瓦房。看似平常的房子，却是东北地区
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

1927 年“八七”会议后，为了统一对东北
党组织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组建
中共满洲省委。同年10 月，在哈尔滨召开东
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宣告中共满洲
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省委机关设在奉天（沈
阳）。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在沈阳召
开东北地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将中
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国人
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以陈为人、刘
少奇、陈潭秋等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组
织领导东北地区人民群众，发动了一次又一
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
动，发展和壮大了党组织。

该旧址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是一座俄式
木制小房，建筑面积 120 余平方米，占地面积
870 平方米，是 1927 年 10 月—1931 年 12 月间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秘密办事机关，也是东北地
区最高领导机构。这栋房子当时的布置情况
是：东首间开门，进门是厨房、餐室，雇一女佣
人做饭、看门；次间为秘书处工作人员张景珍
（张光奇）的办公室；第三间为客厅（会议室）；
第四间为陈为人与其爱人韩慧芝（后改名韩慧
英，别名王英）的卧室。

满洲省委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下，屡遭破
坏，斗争十分艰苦。1928年12月，满洲省委在
沈阳大东边门外一工人家中召开扩大会议时
被敌人发现，陈为人、吴丽石等13人被捕。陈
为人等经受了严刑拷打和折磨，始终坚贞不
屈。后得到党组织营救，陈为人于1929年7月
出狱，8月调往上海工作。

1933年夏，满洲省委机关转移至小戎街2
号。同年11 月，省委秘书处由马家沟河沟街
搬到这里。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以大学教授的
公开身份为掩护在这里安家，省委的全部重要
文件都保存在客厅的大沙发靠背里。省委主
要领导经常在这里阅读文件、研究工作，对各
地党组织的许多重要指示都是在这里起草发

出的。各地党组织和部队给省委的报告，也都
通过交通员转送到这里。

冯仲云的妻子薛雯担任内部交通员，交通
员宋兰韵（女）也住在这里，她俩曾多次巧妙地
应付敌人的检查。这个地方始终没有被敌人
发觉，是省委机关的秘密交通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沈阳政治
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满洲省委机关迁往哈尔
滨。后因其它机关暴露，省委秘书处也于1934
年夏转移。

1981年，中共满洲省委旧址被定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1986年对外开放，旧址内还设有
刘少奇旧居纪念馆（1929年7月—1930年3月，
刘少奇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在此秘
密居住）。

2019年10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入选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锦州
1923年下半年，中共党员欧阳强被中共唐

山地委派遣到锦州，在沟帮子铁路机务段建立
了北宁路沟帮子站党小组，组长为欧阳强，党
员共7人。经欧阳强串联活动，以沟帮子站党
小组为基础，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于 1924 年
成立，隶属于中共唐山地委。欧阳强任书记，
组织委员为李华灿，宣传委员为林立。后来，
该支部发展到10 名党员，活动范围包括北宁
路沟帮子站和营沟路的营口车站。铁路支部
成立后，认真贯彻党的指示，领导工人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斗争。

沈阳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著作、社会主义思潮

在沈阳的秘密传播，“星期三会”、“社会主义研
究小组”等进步团体相继成立。1924年，中共
中央派共产党员韩乐然从上海来沈阳进行革
命活动；派共产党员吴晓天以学联代表身份从
上海来沈阳，发动学生声援“五卅”运动。1925
年8月，沈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奉天支部
建立，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书记为任国桢。
1926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改为中共奉天特别
支部，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5人增加到22人。

大连
大连是我国东北地区工人运动兴起较早、

发展规模较大的地区之一。中共中央、社会主
义青年团中央、北方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
全国铁路总工会，先后派罗章龙、李震瀛、陈为
人、邓中夏、林育南、罗思危等人来大连进行革
命活动。1925年年末，北方区委将大连地区8
名超龄团员转为党员。1926年1月15日，中国
共产党大连支部正式组建，杨志云任党支部书
记。从此，大连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鞍山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奉天特别支部派

共产党员李焕章到达台安，秘密开展工作。李
焕章在台安师范中学担任英语教师，暗中建立
党组织。不久，李焕章调走，党员王纯一被派
到台安，以台安县黄沙坨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
护，负责台安地下党的工作。1927年7月，台
安成立了党支部，王纯一任支部书记，孙广英、
黄吟秋为支部委员，党员4人。这是鞍山地区
最早建立的党支部，党支部设在黄沙坨小学，
在县城师范中学设党小组。

营口
19世纪60年代，营口对外开港后，以船员

和码头搬运工为主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
舞台。1927年5月初，中共奉天党组织负责人
任国桢派共产党员周东郊到营口县立师范中
学校从事建党工作。1928年3月，中共营口县
立师范中学校支部建立，王席珍任支部书记。
这是共产党在营口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由中
共满洲省（临）委直接领导。

阜新
1927年1月，京奉铁路打虎山—通辽支线

修到彰武，欧阳强多次去彰武发展党员。1928
年4月，彰武铁路党小组正式建立，是阜新地
区的第一个党组织。李加晓任党小组长，张振
福负责工会工作。日伪统治时期，阜新的党组
织领导铁路工人同反动当局进行了多种形式
的斗争，很多铁路工人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
革命道路。

朝阳
1925年初，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成立后，

派人到朝阳北票煤矿开展工作，建立起工会组
织，使当地的工人运动接受了党的领导和影
响。1928年，中共顺直省委派人到赤峰、朝阳、
建平一带组建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下设3个
支部。其中，中共赤峰支部8人，中共建平支
部2人，中共朝阳支部3人。韩麟符在北票市
上园镇朝阳寺建立了朝阳第一个党支部。

丹东
为加强对安东（丹东）地区革命工作的领

导，开展安东丝厂、码头、铁路等产业的工人运
动，中共满洲省委于1928年3月，委派一名手
工业者（鞋匠）来安东开展党的工作，到7月，
已发展党员20 人。根据中共六大《关于支部
特别组织的规定》，组建了中共安东特别支部。

抚顺
1927年年初，中共中央派邓鹤皋、杨志云

往返于大连、抚顺、沈阳等地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把抚顺作为党
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由省临委职运书记王立
功和王仁斋负责开辟抚顺工作。1928年初，受
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派遣，王立功、杜省吾
来到抚顺西露天矿，秘密接触工人群众，寻找
线索，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8月上旬，中共
满洲省临委派苏振久到抚顺，建立了中共抚顺
特别支部。特支共有4名党员，苏振久为支部
负责人。

辽阳
中共满洲省临委认为，辽阳与本溪、鞍山、

抚顺的矿区相临近，又与奉天的城市工人和南
满铁路工人有密切联系，是开展工人运动的重
要区域。1927年年末，省临委派两名共产党员
来辽阳铁路列车段开展工作。在中共满洲省
委的关怀和直接帮助下，辽阳地方党组织于
1928年10月间创立。据中共满洲省委内部文
件记载，辽阳兵工厂、纱厂、铁工厂、铁路都建
立了党团组织，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辽阳区
委，并在纱厂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在辽阳
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辽阳工人运动规模不断
扩大，最多时达2000余人，较大的工人罢工斗
争达9次。

铁岭
铁岭县城在1928年1月就有中共党员在

活动，成为中共在铁岭地区开辟工作的最早地
点。1929年8月，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
的领导下，开原支部在开原县城建立。安永禄
成为中共开原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公开身份是

《开原公报》主编。1930年6月，中共开原支部
改为特别支部。除开原支部外，铁岭县城也有
党的组织。据1930年10月《中共满洲总行委
十月份组织工作计划》记载，中共“南满特委清
原中心县委辖开原特支、铁岭”。

盘锦
从 1930 年建立党支部起到 1934 年 6 月，

前后4年多时间里，盘锦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区
域是南部边界地带和东部边缘地区，分别由党
支部、特委、中心县委领导。盘锦及北方地区
海上客商、货物大都从南部边界地带中转，这
里又有北宁铁路一级站，仅铁路员工就有400
多人，相对繁华，盘锦党组织隐蔽在这里，开展
地下工作。1930年3月，中共北宁铁路沟帮子
特支书记欧阳强被调到盘锦河北站开展活动，
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北宁路营口特支，欧阳强任
特支书记。同年5月初，省委又派陶惠明、关
碧云夫妇前来，分别任特支委员，加强了组织
力量。

本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本溪湖地区很多

煤矿工人逃离煤矿，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这
种形势下，中共奉天特委于1932年11月派共产
党员李兆麟、侯薪来到本溪湖煤矿。1932年12
月底，李兆麟、侯薪、孙已泰经过研究和短暂的
准备，决定秘密建立一个临时性党组织，取名中
共本溪工作委员会，李兆麟任书记，孙已泰任组
织委员，侯薪任宣传委员。1933年2月中旬，中
共本溪工作委员会撤销，中共本溪特别支部委
员会成立。奉天特委任命李兆麟为支部书记，
孙已泰为组织委员，侯薪为宣传委员。

葫芦岛
1943年4月，中共冀东区党委武工队挺进

绥中县西部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加碑岩
乡黄木杖子村羊岩子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
葫芦岛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由李育民任党支
部书记，高云侠、董宝山为支委，有6名党员。
该党支部的第一次会议在一个山洞里秘密召
开。党支部在黄木杖子村周岭沟成立了群众
武装自卫队，董万功任队长。自卫队在凌、青、
绥工委的领导下，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部队带
路，护送军粮物资，掩护我武工人员，配合武工
队活动，组织群众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区小
队、游击队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坚持山区斗
争，成为凌、青、绥地区抗日斗争最活跃、最有
战斗力的一支群众抗日队伍。

（发表于《共产党员·上》2014年第01期）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纪实特刊

党在辽宁的早期足迹
宋东泽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1931年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旧址纪念馆——东北第一个基层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