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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革命遗址是革命历程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党的宝贵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为进一

步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党史

研究室编制了《天津市革命遗址图册》。

本书在对全市辖区范围内现存和已损毁消失的全部革命遗址进行认真调研、勘察

核实的基础上，对其分布情况、坐落位置、历史价值、利用等级、存毁现状等，以地

图并附简介的形式进行标注和说明。希望能发挥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供市委、

市政府和各区县及有关部门在进行城乡规划建设时查阅参考，严防在城市改造、农村

建设等过程中忽略、损毁具有文物价值的革命遗址；二是提升革命遗址宣传效应和教

育功能，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旅游等提供线路图；三是汇聚全市革命遗址，特

别是已损毁消失的革命遗址的基本信息，发挥永久性记事存史的目的。

市委党史研究室高度重视本书的编写工作。刘润忠主任审定编写方案并对本书的

编写、修改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于建副主任审阅并统改全书。王永立、林琳、朱漓江

承担了具体的编写、核实和校对工作。

全市16个区县委党史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要求，

数次勘校和核实本区县革命遗址地图与遗址简介，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从而

保证了全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参加审图审稿的同志有：杨军、王彦军、高洋、韩

昱、孙健、史煜涵、秦陈、律忠强、刘莉莉、薛金良、刘雪、邹朝阳、张银惠、王海

燕、刘雪、赵萍、周红、王亚群、杨建升、张秋杰、周维环、黄艳、冯立、郝印来、

张艳、刘庆良、霍贵兴、邱宝亮、刘雅洪、李星辉、刘志强、张怀莲、郭忠宝、康国

海、赵刚、朱永顺、曲维敏、任志宏、陈庆来、杨宝春、刘志兴等。天津市测绘院、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也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

感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书内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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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旧居

曾延毅旧居

吉鸿昌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1932年，吉

鸿昌由上海来津，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和平区花园路

5号）一座带庭院的三层英式小洋楼（因该楼外墙由红砖砌

成又称“红楼”），这一住所成为党在津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的秘密据点。吉鸿昌在此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

斯大同盟”，并出版《民族战旗》作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

机关刊物。这一住所也是当时党在津的主要联络点。

1934年10月9日，出于地下工作的安全考虑，吉鸿昌将家搬

到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现新华路庆云里3号）。1982年，天

津市人民政府公布红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延毅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1号。曾延毅

（1893—1962），湖北黄冈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中将

副军长、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等职。曾延毅不仅同情

进 步 活 动 ， 在 津 期 间 还 做 了 许 多 有 益 于 革 命 的 工 作 。

1946年2月，地下党员、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经曾延毅同

意后将耀华学校地下党支部活动地点迁到家里。6月，耀华

学校的一些地下党员由于受到曾延毅的保护而免受逮捕。

转年5月，曾延毅还为《耀华中学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

会同学联络网》题写了封面标题。平津战役期间，曾常宁

请父亲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

积极贡献。2013年，国务院将曾延毅旧居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

路隆泰里19号。1936年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来津担任中共

中央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

抵津后，先是以茶叶巨商的身份住进日租界的北洋饭店，

后搬到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19号二楼居住，并作为北方

局的办公地点。1937年3月，北方局迁往北平，刘少奇离开

天津返回延安。1982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被天津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9月，中共中央北

方局旧址被辟为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06年，被天津

市委、市政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山西路98号。

该纪念馆是在原中共天津建党纪念馆的基础上迁移扩建而

成，2001年7月1日正式开馆。纪念馆共设五个展室和一个声

像厅。目前馆内陈列着“奋斗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中国

共产党天津地方组织90年发展历程”展览。展览通过650余

幅珍贵的图片，比较系统地展示了天津党组织创建以来领

导天津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

就。2001年，纪念馆被天津市委、市政府公布为天津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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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学生党员，为

迎接天津解放培养了一批干部。

民运工作活动点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沈庄子鸭子房胡

同，是新开路西地下党支部书记王贵池的旧居。由泥瓦匠和

木匠组成的新开路西地下党支部，有党员6人。抗战胜利前

夕，根据地党组织为其配备的枪支，平时存放在这里；从根

据地运进来的书报、传单也在这里存放分发。这个党支部的

成员以打零工为掩护，散发传单，分散灵活地开展对敌斗

争，不断从敌人手中夺取军需物资，支援根据地。

天津工运斗争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六经路35号，这

里是著名的英美烟草公司天津厂（现天津卷烟厂）所在

地，也曾是天津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1926年初，傅茂公

（彭真）、靳子涛（金城）在大王庄建立了党支部，深入

烟厂开展活动。1928年，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开展了反

剥削反压迫的罢工斗争。1936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

夫与夫人张秀岩在大王庄成立了以烟厂女工为主的女工业

余学校。抗日战争时期，烟厂的党组织在顾磊和朱铮领导

下，成立了抗日救国分会，积极开展抗日斗争。解放战争

期间，烟厂与河东裕大、裕丰两个纱厂的党员共同组成一

个党支部，多次举行罢工斗争。

厚德里5号地下党活动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与

华龙道交口，这里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一个

地下活动点。1943年，中共静大县委派苑正春进津开展工

作，居住在侄子苑佩起家中（河东区新开路与华龙道交口

处）。苑家成为地下党的重要堡垒户，为地下党的活动做了

许多掩护工作。抗战胜利后，苑家继续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

方便，进行掩护。地下党的文件和宣传品也藏在这里。

河东民运工作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学堂大街

49号。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静大县在津地下活动点在厚德

里5号苑佩起家。抗战胜利后，由苑佩起出面换购了学堂大

街49号临街的两间门脸房，由李杰（天津工作委员会四分

委委员）任东家，以“义兴隆恒记杂货铺”为掩护，开展

对敌斗争，河东民运工作指挥中心遂移至此处。

砸裕大斗争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西台大街

38号。1925年8月初，中共天津地委组织其他纱厂工人协助

民运工作活动点旧址

天津工运斗争旧址

厚德里5号地下党活动旧址

河东民运工作旧址

砸裕大斗争旧址

裕大纱厂建立了工会，并派出代表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保护

工人合法权益的六项要求。日本资本家表面上答应了工人

提出的部分条件，暗地里却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军警前来镇

压。工人当即决定全厂罢工，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搏

斗。邻近纱厂工人闻讯赶来支援，砸毁了裕大纱厂公事

房、机器房和水泵房，并缴获一些枪支。这就是天津工运

史上著名的砸裕大斗争。

郑庄子庆元里平民学校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

郑庄子庆元里。1924年8月，负责工运工作的李培良等人按

照上级党组织关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的指示精

神，到纺织工人比较集中的海河东岸宝成纱厂和裕大纱厂

所在地河东郑庄子一带开办平民学校，以教书为掩护，讲

解革命道理，启发工人政治觉悟，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党

和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经过平民学校的教育培养和

实际斗争的锻炼，一批工人骨干成长起来。

第三十九小学秘密活动基地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大

直沽六纬路157号。1943年秋，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派党

员徐松贞（余萍）进入这所小学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抗战

胜利后，中共天津职业青年工委在这里成立，并从事发展

党员、宣传群众、开展敌情社情调查等活动。天津解放前

夕，青年工委又以第三十九小学为基地，领导党员和积极

分子开展了迎接天津解放的斗争。

中纺一厂护厂斗争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六号

路17号。天津解放前夕，为防止国民党天津当局破坏工

厂，中纺一厂进步工人在商兆华（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

领导的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系统的地下党员）领导下开展

了护厂斗争。清查车间设备统一造册，动员厂内上层人物

参加护厂工作，保护厂房、机器，防止敌人破坏，保证了

工厂在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就恢复了生产。

天津发电所工人护厂斗争旧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

街六纬路70号。天津发电所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

工厂。抗战时期，地下党员李风林、白广生根据党组织的指

示进入该厂，与工人广泛接触，启发工人觉悟。天津解放前

夕，该厂地下党员、工程师金克刚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

积极做厂长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动员他们做好厂房和重要设

备的保护工作，从而保证了天津发电所在解放后很快就恢复

了生产和发电。

郑庄子庆元里平民学校旧址

第三十九小学秘密活动基地旧址

中纺一厂护厂斗争旧址

天津发电所工人护厂斗争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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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初，他移居上海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法租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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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1994年，纪念馆被天津市委、市政

府公布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国务院公布南

开学校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第二通俗讲演所旧址位于天津市南开区西马路西

门北六条胡同东侧。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各女子学

校学生发起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选举邓颖超、郭隆

真为演讲队长，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演讲队员们除在围城

马路边搭台讲演外，还在该讲演所内举行演讲，讲解时事

新闻，启发群众觉悟。20世纪30年代末，该讲演所因资金

短缺而停办。后人为纪念该讲演所，将西马路上讲演所所

在的胡同定名为讲演所胡同。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位于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

9号。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日前夕开馆，江泽民同志

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纪念馆主展厅包括瞻仰厅、生平

厅、情怀厅和专机厅。馆藏文物、文献、照片及其他资料

达万余件，珍品百余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2008年2月完

成的西花厅工程，整体依照20世纪60年代中南海西花厅的

布局和风格仿建。2001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被中共

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5年，

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通

知，将该馆列入30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和100个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

李大钊烈士纪念室坐落在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45号）院内，1990年10月落成。纪念

室由两个展室和一个录像厅组成。纪念室前广场矗立着李

大钊烈士汉白玉石雕像。纪念室室名由彭真同志题写。两

个展室以照片资料为主，分八个部分介绍了烈士的生平事

迹。1994年，李大钊纪念室被天津市委、市政府公布为市

天津第二通俗讲演所旧址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李大钊烈士纪念室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太雷烈士纪念室位于张太雷的母校天津大学（南开

区卫津路92号）大学生活动中心内， 1997年建成。纪念室

内陈列的展览分八个部分，全面介绍了张太雷烈士的生平

和革命生涯。在天津大学北洋广场敬立张太雷烈士半身铜

像。1998年，张太雷烈士纪念室被天津市委、市政府公布

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将天

津大学建筑群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战役陆军第38军解放天津烈士纪念馆位于天津市

南开区西营门外大街118号，原为烈士陵园，1949年建成。

陵园内的纪念碑是梯形，碑顶装有一直径1.4米的红色五角

星。纪念碑的西侧面刻有歌颂烈士事迹的碑文，东侧面刻

有428名烈士的名单。烈士遗骨安葬在纪念碑左右，20世纪

50年代初将烈士遗骨迁出。纪念碑后方是1984年7月开馆的

天津战役陆军第38军烈士纪念馆。馆内展览展示了天津战

役的全过程和部分英烈事迹。1994年5月，纪念馆被天津市

委、市政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南开

区人民政府将纪念碑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开中学烈士纪念碑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四马路20号，

南开中学北院含英楼南侧。1987年，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

前夕，南开中学1936级同学为纪念田文莼、张炳元、岳

岱、吴祖贻四位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在南开中学校园建

立四烈士纪念碑。近年来，南开中学经多年挖掘整理，搜

集到自五四运动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牺牲或死难的革命烈士

校友42人，其中包括马骏、杨十三等。为纪念42位烈士，

2010年8月，南开中学在四烈士纪念碑四周建立了四个倾斜

台座式纪念碑，将42位烈士的英名和事迹刻于碑台之上，

供后人世代瞻仰缅怀。

张太雷烈士纪念室

天津战役陆军第38军解放天津烈士纪念馆

南开中学烈士纪念碑

天津市革命遗址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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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领导狱中斗争旧址

大红桥码头——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船员开展反遣散斗

争旧址

大众摄影社——天津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站旧址

针市街清真巷7号地下党秘密联络机关旧址

共产党人领导狱中斗争旧址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

西关西（老天津人称此地为小西关）。1929年5月至1930年

五一前后，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遭到了极其严

重的破坏，傅茂公（彭真）、金城、詹大权、郭宗鉴、薄

一波、乔国桢等一批党员干部被捕，关在天津小西关监

狱，受尽残酷折磨和非人待遇。但英雄的共产党人并没有

被敌人的虐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利用各种时机，同敌人进

行斗争，并建立了党支部。1930年7月，120多名政治犯在狱

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为争取改善恶劣生活待遇和取得阅读

书报权利开始了绝食斗争。在监狱外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下，斗争取得了胜利。

大红桥码头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大红桥西侧子牙河北

岸。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管辖的轮机船（小火轮）

码头，也是子牙河、大清河往来物资的集散地。在这条航

线上游联系着大片解放区，一直是天津地下党组织向解放

区运送物资、传递情报和干部往来的重要通道。抗日战争

后期，冀中区九地委城工部派遣干部苑兰田到大红桥码

头，开展创建党的地下组织工作。1943年，苑兰田在大红

桥码头成立了党支部。1946年1月，该党支部组织领导船员

开展反遣散斗争并取得胜利。5月，根据市委紧急通知，各

系统已暴露的工作人员逐步撤出市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就是利用大红桥码头这条水路转移出去的。2013年，天

津市人民政府将大红桥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众摄影社旧址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大伙巷南口

49号（解放前为185号）。1941年，贫苦青年康俊山为了谋

生开办了这家照相馆。后来，康俊山结识了河北省立第一

中学（现市三中）学生刘铁 ，由刘介绍参加了天津民主

青年联合会（简称天津“民青”），并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此后，大众摄影社便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联络站。

党的地下工作者王文源（化名老郑）经常来这里和刘铁

等人接头开会。国民党天津守军城防图就是在这里缩印，

由党的交通员赵岩越过封锁线，安全送到华北局城工部，

为解放天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针市街清真巷7号地下党秘密联络机关旧址位于天津市

红桥区西北角针市街清真巷7号。1944年9月，中共晋察冀中

錞

錞

央局城工部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派地下党员秦良在英租

界新宜里11号设立机关，后又在其住所西北角针市街清真

巷7号建立秘密工作机关，作为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市内联络

站，对外称“复兴源杂货庄”。 1945年8月，由于出版《天

津导报》的条件不成熟，改为出版《新华社电讯稿》。秦

良等负责收集延安新华社广播稿件。这个秘密机关创建时

间不长，就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作用，成为当时一些领导同

志进市开展工作的隐蔽点。

刘清扬故居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严翰林胡同14

号。刘清扬（1894—1977），回族，天津人。五四运动爆发

后，刘清扬和郭隆真等人组建了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

女界爱国同志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她作为女界代表参加

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当选为该会的常务理事。此外，她还

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被

推举为调查科理事。1920年11月，刘清扬与张申府等赴法留

学。1923年回国后，刘清扬和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

超、李峙山、谌小岑等创办了《妇女日报》，该报成为早

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

乃至全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天津市烈士陵园旧址位于天津市红桥区陵园路南段东

侧，这里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战役中战斗最激烈

的地方之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9军第115师在此地修建了天津解放战役纪念碑。这里安葬

着五百多位革命烈士。1958年，在此处建成红桥区烈士陵

园。2006年4月10日，天津市烈士陵园由红桥区迁至北辰区

铁东北路，原址已修建为竹园。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平津道8号，1997年

7月建成开馆。聂荣臻元帅生前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纪念

馆由胜利广场、主展馆、多维演示馆和军威园四部分组成。

主展馆共展出历史照片四百余幅，历史文物两千多件；多维

演示馆是当时亚洲第一大球体建筑，高43米，直径50米，主

要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与多元化视听艺术手段，演示了

平津战役的多维空间和历史画面；军威园造型恰似一艘航空

母舰，共展出大型兵器16件。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先后被天

津市委、市政府公布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津市国

防教育基地、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2001年，被中共中央宣

传部公布为全国第二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刘清扬故居

天津市烈士陵园旧址

平津战役纪念馆

天津市革命遗址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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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制定的战时手令等。1982年，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

部旧址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被天津市委、市政

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楼惨案遗址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李楼村庆和大

李楼惨案遗址

街乔家胡同的两间平房里。1945年12月7日，国民党天津县

警察局第三分局和保安队第一中队五十余人将正在李楼村

开会的中共天津县委组织部部长陈群等六人包围在了李楼

村村长高金生家的地洞内。敌人用火力封锁住地洞口，令

村民挖掘地洞，并取柴草点火熏洞。在相持过程中，一人

牺牲，其他五名干部被熏晕后被捕。后经党组织全力营

救，被捕同志获释，回到解放区重新投入新的革命工作。

天津市革命遗址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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