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邓中夏

等人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的过程中，便介绍思

想进步、工作积极的工人骨干加入共产党小组。这一时

期，主要吸纳了工人骨干史文彬入党，他较早地接受马

克思主义思想，是最早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工人，后来

还成为北京地区最早加入党组织的工人党员，还曾参

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遵照中共一

大确定的工作任务和中央局提出的发展党员的要求，

北京党组织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

进分子入党，尤其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为了使

党的工运方针和每一时期的斗争策略更好地在京汉铁

路工人运动中贯彻，各地党的组织十分注意在京汉铁

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的工作，使工人运

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手中。邓中

夏、罗章龙、朱务善等在长辛店工人骨干中又发展了一

批党员，其中有王俊、陈励懋、康景星、杨宝昆等。党

员队伍中产业工人的增加，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

到来准备了骨干力量。

1921年10月，长辛店建立了党小组，这是中共党

史上成立的第一个以工人为骨干的党组织。第一任党

小组长是北京大学派去的学生党员吴汝铭，党小组设

在北大第一院内。这样既便于北京党组织及时了解长

辛店的工运发展情况，总结斗争经验，研究党的工运

策略，又便于及时将工运政策付诸实施。吴汝铭，1919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始接受新思想。他是第

一个报名到长辛店担任劳动补习学校教员的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较长时间的工运工作。但是，

吴汝铭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脱党，

并参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活动，镇压工人运动。解放

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长辛店支部成立，史文彬

担任书记，委员有吴汝铭、王俊、陈励懋，党员有洪永

福、吴春溪、张德惠、崔玉春、卜润舟。这是京汉铁路工

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长辛店的工人

运动便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直接领导

下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工人党员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史文彬是长辛店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他在斗争中

进步，逐渐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4月9日，京汉铁

路总工会第一次筹备会在长辛店召开，史文彬被选为筹

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史

文彬等人组织“八月罢工”，并取得胜利。1923年2月1日，

史文彬当选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2月4日，受党的

派遣，回到长辛店组织罢工斗争。他号召工人们誓死保

卫总工会，绝不能向军阀势力妥协。经过三天多的较量，

敌人的威逼利诱根本不能阻挡工人的罢工斗争，直系军

阀派大批军队镇压罢工，有人劝史文彬躲起来。

史文彬不能扔下3000多名工友不管，面对军阀残

害，绝不能在敌人面前没骨头。2月6日夜，史文彬被

捕，军阀制造了“二七”惨案。在狱中，史文彬经受了近

两年非人的折磨，他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始终未

暴露党的机密，他不悲观、不动摇，反而经常鼓励、教

育、帮助别人，还在狱中建立党小组，秘密领导被捕难

友坚持斗争。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史文彬继续领导

工人运动。但是磨难接踵而至，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史

文彬被开除党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回到

山东老家，当地警察局见他来路不明，便又把他抓起

来，多亏亲朋作保，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在老家

清苦度日，他每时每刻都在挂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

他以对党的绝对忠诚，盼望着共产党胜利的那一天，

重新找到党组织后，党中央指示地方党组织将史文彬

护送到延安工作，可惜的是，史文彬在去延安途中染

病，于当年冬天在山东博兴病逝。1984年清明节，中共

惠民地委和惠民行署将史文彬的骨灰移放到地区烈士

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悼念这位中共早期

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

长辛店工人党小组中还有燕赵人民的好儿子王

俊，他在幼年时就饱受农村中封建地主阶级的重利盘

剥和政治压迫。进入长辛店修车厂当了油漆匠后，又

体验到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欺凌和压榨。听闻

劳动补习学校开办，王俊带领工友积极参加学习，在

新课堂里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很快成了一名积极

参加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中共一大召开后，北京支部

决定在长辛店工人骨干中发展一批党员，王俊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从此，王俊便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工人

运动之中。在以后的工运生涯中，王俊身先士卒、不怕

牺牲、坚守信念，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留苏回国

后秘密从事党和工会工作，被捕后坚持与敌人斗争，在

狱中坚贞不屈不惧酷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

份。1937年，长辛店沦陷，王俊被日军抓去做苦役，因

遭受摧残，于1940年病逝。

长辛店党支部还先后派出党员和工运骨干到京

汉铁路各站和北方各铁路线开展工作。康景星作为长

辛店工人队伍中最早的党员之一，被党组织派到正定

铁路工作。到正定后，他积极开展俱乐部（工会）的组

织活动，发起组成正定铁路工会。“八月罢工”消息传

到正定后，康景星十分气愤，立即召集俱乐部委员们开

会研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罢工就要坚持到底，一定

要打败这些工贼和走狗，成立敢死队，准备武力斗争。

在他的带领下，53个俱乐部会员都参加了敢死队。他们

把几个车厢推出南闸口，挡住南来的列车，3个人把守一

个闸口，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铁叉子，并对工头们说：“谁

要敢私自开车，破坏罢工，就叫他白叉子进去，红叉子

出来。”由于铁路工人们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罢工取得

了胜利，并为全路工人争得了每人每月增加3块钱、短

牌换长牌（短牌是临时工，长牌是正式工人）、年终余

利工人应得花红等权益，极大提高了俱乐部的威望，工

人们都踊跃加入。不久，正定俱乐部改为正定铁路分工

会，康景星任委员长。“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康景星被

关押在保定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康景星始终严

守党的机密。在狱中，他和史文彬等人秘密成立了党小

组，领导狱中斗争，并介绍张士汉等先进分子入党。被

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康景星打入黄色工会，后来被特务

发现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1932年秋天，康景星在熟睡

之际，被敌人暗杀于河南郑州，年仅41岁。

随着“二七”大罢工失败，史文彬等人被军阀逮

捕，长辛店党支部停止了活动，但是党在长辛店铁路工

人中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因“二七”革命斗争的失败而

熄灭。罢工失败后的第三天，党组织在北京城里的草场

胡同建立了京汉铁路临时党支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共

产党员杨宝伦、杨宝嵩迅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

及时传达了党组织关于“减少损失、尽快复工”的命令，

并开展遇难烈士和被捕同志家属的救济工作。

1924年，杨宝昆受党委派，以丰台的铁路工作为

掩护，把丰台和长辛店的党组织重新整顿了起来，建

立了联合党支部。同年10月，受国民革命影响，直系军

阀内部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

政权，将清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并发表通电，邀请

孙中山北上共商国策。中国共产党趁直系军阀倒台之

机，迅速将关押在保定陆军监狱的史文彬、康景星、刘

炳坡等14人营救出狱。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

国上下掀起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浪潮，英勇不屈的

长辛店工人又重新抖擞精神，投身到新的反帝爱国运

动的洪流之中。

■ 来源：《丰台史话》

丰台区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

是中国共产党孕育、成长的一方沃土。五四运动前

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就开始在长辛店开展革

命活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的起点与典范。从1919年到1923年，长辛店一直是北

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国北方工

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是具有初步共产主

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长辛店最早进行革命活动

的地方。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毛泽东曾两次到

这里开展革命活动。预备班的学员们还为北京大学的

进步青年与京汉铁路工人的联系架起了桥梁。北京大

学的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就是通过预备班学

员在长辛店与工人有了认识和联系。

1919年3月底，邓中夏等人已经在北大成立了平

民教育讲演团，他们经常从北京带来些书报，到长辛

店、丰台等地的工厂区和农村讲演，向工人讲述新鲜

事物，开始了接近工农群众的初步尝试。经过相互交

往，史文彬等一批进步工人迅速成长起来。五四运动

期间，在北京大学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影响下，长辛店

成立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推选盛成为会长，参加爱国

运动。1919年5月7日，长辛店机车厂的史文彬等组织

工人及留法预备班学员在长辛店大街示威游行，支持

爱国学生，成为投入五四运动的第一支工人队伍。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

沙滩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

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非常重视开展工人工

作，出版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工人周刊》。李大

钊、邓中夏等人深入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创办长

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组织，使马克思主义与

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纪

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娘娘宫举行，宣布成立

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这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党领导

下的工会组织之一，被《共产党》月刊热情称赞“办会

很有条理”“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当时全

国各地工人特别是北方工人，纷纷到长辛店参观和学

习，仿照他们组织工会或举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

工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北方工人运动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长辛店工人运动骨干史文

彬、康景星等人相继入党，成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在京汉铁路发展的第一批工人党员。1921年下半

年，根据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同年8月，为加强工人运动

的组织和领导，中央局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并在北京建立北方支部，罗章龙为主任，王尽美为副

主任，邓培、史文彬等人参加北方分部的工作。1922

年8月，以长辛店工人为主的长辛店机车厂支部成立，

是北京地委最早的4个党支部之一，也是京汉铁路的

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从此，长辛店工人运动便在党

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来源：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大瓦窑村位于丰台区中西部，明代

建筑北京城墙时，在该处烧制砖瓦，后来

窑工携家眷聚居于此，形成自然村落。上

世纪初，这里还是幽静的小村庄，中国共

产党北京支部成立后，1921年上半年，李

大钊派邓中夏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

为农业大学）开展活动，组建了社会主义

研究小组。大瓦窑村小学教员张永祥看

过研究小组散发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

册子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

1924年下半年，鉴于张永祥在农民运动

中表现出色，农大党支部书记乐天宇发

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京郊第一个入

党的农村党员。不久，大瓦窑成立了党支

部，是北京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随着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大瓦窑村党史

馆成为展示丰台区早期革命历史的重要

阵地，前来参观的单位和团队络绎不绝。

长辛店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

时，丰台地区农民运动也悄然兴起。国立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乐天宇，在

李大钊的领导下，主持中共北京地委农民

运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1924年建立起大

瓦窑党支部等北京第一批农村党支部。农

运会活动迅速扩展，从长辛店、大瓦窑、

小瓦窑、卢沟桥、大井、丰台、小井、黄土

岗、羊坊店、公主坟、罗道庄等，以至北京

的东郊、北郊、南郊部分村庄，各村都挂上

“外交后援会”的牌子，以示监督段祺瑞

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

意志。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

制造了“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强

烈愤慨，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方

各大中城市先后成立“沪案后援会”，声

援上海工人，掀起反帝爱国运动。6月10

日，大瓦窑党支部会同公主坟、罗道庄

党支部组织农民300多人，到天安门参加

“北京各界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残

杀同胞雪耻大会”。1926年3月18日，卢

沟桥、罗道庄一带的农民100多人，在党

组织的领导下到天安门参加“反对八国

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参加游 行请

愿，遭遇三一八惨案。

■ 来源：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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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瓦窑村 
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

长辛店是进出京城的咽喉要道，出现了中国早期的铁路工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的区域之一。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警察局驻地

旧址、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二七烈士墓、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等坐落于此，2018年1月27日，这些旧址均被列入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这里有当时比较先进的铁路工人群体，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曾经在这里宣传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火种；何长工、毛遇顺等革命先驱从这里

走出；这里被誉为“北方的红星”。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这里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古镇长辛店、百年二七机车厂、长辛店的红色遗迹共同见证了长辛店的变迁，长辛店二七大罢工旧址列入国家文物保护

单位，是激励我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力量，二七厂华丽转身成为冬奥奖牌的“孵化地”，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走出了一条由“靠山吃山”向“养山就业”转变的发展之路，每

年“十一”期间的北京园博园变身为戏曲大观园，为市民献上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大餐。

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党小组

长辛店机车厂支部—京汉铁路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建筑外景。 原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