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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

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辽宁历史简明读本》正式付梓出版，这

是辽宁献给党的生日的一份厚礼。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幅党引领我国各族人民投身革命的波澜

壮阔的斗争画卷，是一首党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奋斗史诗，也是一座巨大而丰富的思想宝库和经验宝库。胡锦涛同

志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

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习

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也曾指出：“只有对我们党昨天的奋

斗有深刻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

命。”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是对每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

辽宁是党史资源大省，中共辽宁历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辽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反帝

反封建斗争。九一八事变后，辽宁人民奋起反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

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解放战争中，辽宁人民全力支援前线，取

得了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辽宁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了中国工业史上多个“第一”，为

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改

001



中
国
共
产
党
辽
宁
历
史
简
明
读
本

ZH
O

N
G

G
U

O
G

O
N

G
C

H
A

N
D

A
N

G
LIA

O
N

IN
G

LI S H
I

JI A
N

M
IN

G
D

U
B

E N

革开放新时期，辽宁人民负重前行，迎难而上，不断克服体制性、机

制性、结构性矛盾的束缚，历经艰难曲折，彻底摆脱了“东北现象”

的困扰，使辽宁老工业基地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共产党辽宁历史简明读本》记载了90年来党领导辽宁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和发展所走过的坎坷而光辉的历程。希望全省广大党

员认真阅读、学习，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坚定

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推进科学发展的水平，为加快实

现辽宁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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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下，马列主义在辽宁广泛传播，

促进了辽宁进步团体的建立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辽宁

的地方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组织和阶级基础。在党中央的关注和

直接帮助、指导下，辽宁各地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此，中国共产

党领导辽宁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

五四爱国运动和马列主义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

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爆发，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场反帝反封

建的爱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波及全国。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辽宁的学生界、工商界也发动了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斗争，推动了辽

宁革命形势的发展。

无论是在奉天、抚顺等大城市，还是在朝阳、营口、盖平、锦

县、兴城、复县、彰武、义县等中小城镇，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捣

毁日本人商店、焚烧日货、张贴反日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不断发

生。6月，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斗争声势投

入到五四运动之中，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以产业工人

集中的辽宁工人阶级，也积极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纷纷举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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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斗争。

虽然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的严密控制，辽宁地区响应五四

运动的斗争规模和影响不是很大，但辽宁人民特别是辽宁青年学生不

畏强暴、奋起斗争的英勇革命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对辽宁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辽宁人民的觉悟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促

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在辽宁的传播。《工人年鉴》《民生丛刊》《进化杂

志》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不断出现，《新青年》杂志也流传到

辽宁。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为辽宁工人阶级觉悟的迅速提高，为后来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活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中国的许多报刊都

及时作了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很快在辽宁大地传播开来，在广大先

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大连、奉天等地还涌现出许多进步

团体。

党中央对辽宁建党工作的指导和辽宁党组织的创建

辽宁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通往关内的咽喉，

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尽快在辽宁建立党的组织，对于领导和推动辽宁

乃至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十分重要。

党中央十分关注辽宁的建党工作。1921年冬，中共北方区委组织

部负责人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受中共中央和

劳动组合书记部驻北京区代表李大钊的派遣来到东北考察。经过几个

月的奔波，他对辽宁乃至整个东北的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情况有

了较全面的了解。回到北京后，罗章龙详细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考察情

况，并建议党组织立即派专人到东北正式着手建党工作，以便加强对

辽宁及东北工人运动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动和领导。

李大钊接受了罗章龙的建议，于1923年3月，正式委派京汉铁路

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和北京铁路总工会负

责人陈为人到东北开展工作。李、陈二人首先到哈尔滨进行宣传和组

织发动工作，并于1923年年底到达大连。1924年1月末，根据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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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指示，李震瀛第二次来到大连。他以英语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

事革命活动。返回上海后，李震瀛向党中央汇报了在大连开展工作的

情况。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

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中夏，在听取了李震瀛的汇报后，对

大连的工人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1924年6月初和年末，邓中夏先后两次亲临大连巡视指导。他详

细考察了大连中华工学会和青年团的工作情况，提出了许多指导意

见。他指示大连中华工学会要通过夜校提高工人的文化、思想水平，

把大连地方和南满铁路工会组织起来，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反帝反

封建斗争。返回中央后，他又不断将《劳动周刊》等革命书刊寄给大

连中华工学会，并经常指导大连革命斗争的开展。党中央根据邓中夏

的有关汇报，把指导大连工人运动纳入了重要议程，有力地推动了辽

宁的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的关注与开发，唤醒了辽宁工人阶级与广

大民众的觉悟，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和积极分子。特别是在一些地方

建立了工会组织，发展了党、团员，为辽宁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奠

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3年 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全体会议所通

过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奉天应设法成立党的组织。”为了贯彻党中央

这一指示精神和加强党对辽宁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党先后派陈为

人、李震瀛、邓中夏、林育南、韩乐然、任国桢、吴晓天等人来辽宁

开展党的工作。辽宁各地先后建立了中共沟帮子支部，中共奉天支

部、特别支部、市委，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地委、市委，中共营口支

部，中共台安支部。这些党组织领导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同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促进国共

合作、声援五卅运动、反军阀斗争中显示了辽宁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

力量。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党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地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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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机关——中共满洲省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7 年 10 月，

举行了东北地区党员活动分子会议（1928年年初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二

次代表大会追认此次会议为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了省委机构，组建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决定省临委机关设

在奉天。

1928年1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在奉天召开了第二次全东北党员代

表大会。会议指出，今后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进一步健全党的各级组

织，加强干部训练，加强省临委对各地的巡视，建立秘密工作系统，

把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重点开展起来，努力造成工农暴动与旧统治形

成割据的局面。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左”倾盲动思想的影响下召开

的，因此，会议对东北的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不久，满洲省临委的5名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六大闭幕

后，周恩来从苏联回国路经奉天，向满洲省临委传达了六大会议精

神。指出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积蓄力量，争取群

众，准备新的高潮。这给满洲省临委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即将

召开的中共满洲三大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 年 9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东北党员代表大

会，大会听取了六大代表的传达报告，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

改名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会议是东北党组织在党的六大精神指导下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解决了中共满洲省委政治路线方面的一些

重大问题，对革命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澄清了东北党组织内的混乱

思想。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集中力量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

积极领导和发动工农运动。

1927年 12月，大连南关岭装卸工人因不满日本监视员的欺压和

毒打，发生暴动。工人们砸毁铁路指挥设备和其他设施，把日本监视

员打倒在地。这次斗争虽然遭到日本军警的武装镇压，但工人们的抗

暴斗争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8年年初，大连油篓工人为增加工

资，在生产旺季举行了行业罢工，并取得胜利。在这两次工潮的带动

下，满洲省委和大连党组织进一步组织了码头、窑业、盐业、海运、

交通、印刷等行业的工人罢工斗争。在辽宁的其他地区，工人斗争也

006



中
国
共
产
党
辽
宁
历
史
简
明
读
本

ZH
O

N
G

G
U

O
G

O
N

G
C

H
A

N
D

A
N

G
L IA

O
N

IN
G

L I SH
I

JI A
N

M
IN

G
D

U
B

E N

此起彼伏。营口东亚烟草公司、奉天 12家造纸厂、奉天兵工厂、沟

帮子铁路等处的工人斗争，都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农民运动的

领导。根据对农民状况的分析，满洲省委采取了一般号召与深入乡村

细致工作相结合的办法，并派出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展工作。

从 1928年年初开始，满洲省委连续办了几期干部短训班，省委领导

亲自给学员授课。经过培训的干部，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提

高，他们回到农村后，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大连关东县委把旅

顺、大连、金县、普兰店作为4个农运区，在县委设立专职农运负责

人。在农运工作中，他们注意把失业工人和正在乡间的工人同志发动

起来，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同时又加派学生党员到乡间发动农民。在

沈阳地区，成立了沈北张家堡党支部，直属省委领导。该支部成立

后，积极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扩大宣传、发展党组织的指示，领导农民

进行秋收增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28年 12月，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时被敌人发现，省委主要

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捕，省委机关和奉天市区机关也被破坏，党的干部

和党员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此时，受中共中央指派刚刚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的刘少猷立即向

中央作了汇报，并召开党、团省委联席会议。会议组成了临时省委，

使遭到破坏的省委工作得以恢复和开展，党的各级组织工作也得到了

稳定。

为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929年6月，党中央在上海召

开了满洲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东北地区党的工作。会议决定组成

新的满洲省委，由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7月，刘少奇抵达奉天。

刘少奇到任后，立即着手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他派出党员赴各

地分头做恢复党组织工作，自己也亲自到基层找工人和党员谈话。到

1930年3月底，满洲省委的组织机构臻于完备，设置了宣传、组织2
个部和职工、军事、少数民族3个委员会，全满洲共30个支部，党员

总数达206人。党的组织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党员的数量和质量有

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刘少奇领导满洲省委进行了制度建设，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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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员进行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和党性锻炼的教育，确保省委和各级

党、团组织的安全。他规定对党的秘密机关要进行严格检查，对从事

此项工作的同志要严格要求，健全规章制度。刘少奇经常利用省委会

议和同省委委员个别谈话的机会，及时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在向

中央的报告中，刘少奇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对于自己的过失，

他也能诚恳检讨，实事求是地做自我批评。

随着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增加和训练更

多的干部成为迫切需要。刘少奇亲自清理组织名册，确定候选人名

单，经省委考察后，陆续派候选人到中央训练班学习革命理论和工

作方法。这些学员通过学习培训，思想理论水平和素质都有了很大

提高，成为党的骨干力量。此外，刘少奇还把白区工作的策略原则

带进了满洲省委。他告诫各地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与劳苦大众同呼

吸、共命运，通过调查体察群众的疾苦，提出确实为群众所关心的

斗争口号，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代表。同时也要善于把群

众的日常经济要求同党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将秘密工作方式与公

开方式相结合。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满洲省委的工运、农运、兵运、学运工作都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吸收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

奇在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开创了满洲省委工作的新局面。

1930年年初，党中央片面夸大了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因

此提出了一系列“左”倾冒险的错误主张。1930年4月，中央派李子

芬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左”倾指导方针的影响，满洲省委又一

次遭到破坏。5月，满洲省临委重新组建，林仲丹任书记。8月，中

央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陈潭秋任书记。10
月，中央候补委员林仲丹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中

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决定，并决定撤销满洲总行委、恢

复满洲省委，陈潭秋任书记。扩大会议使省委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

向，使党的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遭

受不同程度破坏的各地方党组织均得以恢复，并新发展了 40多个基

层组织。但时隔不久，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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