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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建国前革命与战争时期

唐山市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1921年4月底以前．唐山就组建了中国

共产党天津组织唐山站分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是唐山最早的党员∞。中国

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多次派人来唐山指导工人

运动，组织工会，发展党的组织。1922年4月。唐山制造厂建立了中共地方委员会(地

方支部)，邓培任书记，阮章、梁鹏万分

别担任组织、宣传委员。委员会隶属中

共北京地方支部。同年6月，经邓培、

阮章介绍．唐山矿工人李星昌、只奎元

等入党，建立起开滦唐山矿第一个中共

党支部。同年8月．在唐山制造厂，开

滦唐山矿两个支部的基础上，按中共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成

立r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

共唐山地委)，地委书记为邓培，组织

委员为阮章。中共唐山地委建立后，把

领导劳工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在李

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唐山

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

阶段。当年10月，组织领导了京奉路唐

ⅡI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

大型厂矿近5万人的大罢工，毛泽东在

922年中共唐山地方委员舍所在地——解放路

礼字五条七号(欧阳小楼)

国脚山站分部负责人和谈分部的潞苹情况不详．建吐日t问为193)年底至1921年4月底以前。

o群培人党H-t问问盟，据岁章尼回忆：60年代说屉巾JE。一大“以后；∞年代韧说是中共乙大”以前或1921
年存_bI』人北康北产主义小组．后柬义缆足1922年．片胥定r以前的说法 罗的州忆．蛳后翻来复击^J沈．难于认

定张州赢¨忆嚏邙培是y-婀党员．似没提^竞时M．天津尊I织史资料记述．1920年底建证天津共产党组0 1·“ff『II站

分部，廓IIl站分酃I}1毕培颤责，郡培入竞时问．尚正确切的哇=料提供，故作为存疑．待今后继续考证(涪① j足摘

自(中·咽共产党扣J北省唐山市组织史资科)，1992年版)。



2234 第一章创建与发展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赞誉这次开滦罢工工人“特别能战斗”。1923年6月

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邓培作为北京区的代表出席大会，当选为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4年7月，乐亭县中学教师共产党员王德周(王佩环)，吸收徐凌汉、贾焕生、李

运昌、宋匡我、葛玉田、孙洪祥、王成奎7名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王德周

去北京向李大钊汇报并经批准，将该校年满18岁的团员徐凌汉、贾焕生、葛玉田、王成

奎转为中共党员，建立中共乐亭县第一个党支部，王德周任书记。

1924年9月，中共唐山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团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并帮助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指示，唐山的大部分党员、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并帮助中国国民党建立唐山交通大学、唐山制造厂区分部，打起国民党的旗号开展国民运

动。后来还帮助成立国民党唐山区党部，其领导骨干都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同时，中共唐山地方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先后在开滦赵各庄矿、马家沟矿、林西矿、唐家

庄矿和唐山郊区石庄等建立党支部。

1925年6月，乐亭县农村徐烧纸庄、木瓜口等村建立中共支部，全县有党员30多人。

当月建立了中共乐亭地方执行委员会，王德周任书记，归北京区委(当年10月改称北方

区委)领导。这是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第一个县级组织。同年7月，中共党员江浩到玉田县

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9月在乐亭中学借读的滦县县中学生秦芝(秦霁清)、杜宗周

和滦县师范学生徐德瑞、高乃谦，经徐凌汉介绍发展为中共党员，12月成立中共滦县支

部，秦芝任支部书记，属乐亭地委领导。当年冬，邓培去北京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中共唐山地委工作由袁达石负责。不久，中共北方区委派黄钟瑞接任唐山地委书记(1926

年春，何孟雄接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下半年又由黄钟瑞接任)，李华添、陈禹民任组、

宣委员，互济会书记曹亨灿也参加了中共唐山地委。

1926年5月，在玉田县教育局秘密建立中共玉田支部(化名“玉芝”)，肖质斋任支

部书记、王佩清和李立元分任组、宣委员。建支后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员。后因暴密被

迫停止活动。同年9月在开滦煤矿做工的中共党员杨春霖在原籍丰润杨义口头村建立丰润

县第一个党支部，共有党员5名。同年10月玉田县中共党员在珠树坞小学集会(当时有

党员8名)，建立中共玉田县特别支部，张明远任书记，杨春霖、李立元为委员。特支由

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会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和反“旗地变民”斗争。不久

玉田县“联庄会”．(即农民协会)扩大到50余村，发展会员2，000多人。在中共玉田县党

组织的领导下，1927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八)，请愿群众约3，000多人，集结在县议

会门前，准备派代表交涉缓征“旗地变民”款问题，但议员逃匿，被激怒的群众捣毁议会

的门窗家具，烧掉公文后，直奔县衙。这时已聚众近万人，当代表向县长张拱垣交涉时，

警察鸣枪威吓群众，愤怒的群众捣毁县衙，县长越墙逃跑。此举迫使军阀政府撤换县长，

宣布“旗地变民”款不再催征。因此次胜利，中共党员发展到30多人，建立了8个支部。

经北方区委批准．成立中共玉田县委员会，张明远任县委书记，杨春霖、李立元、宋哲

三、张洪为委员。

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派杨天然来唐山改组唐山地委。改组后杨天然任地委书

记，黄钟瑞任组委。地委下设3个区委：第一区委领导市内的开滦唐山矿、启新、华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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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矿的党组织；第二区委是铁路区委，领导唐山制造厂、交通大学等党组织；第三区委为

外矿区委，领导开滦马家沟、赵各庄、林西、唐家庄4个矿的党组织。到7月份市内有8

个党支部，中共党员120人。

自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大钊等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

后，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被破坏，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由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不久，天津地委

将玉田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县委委员除原4人外，又增加遵化的王麟阁、玉田的肖俊初和

丰润的张润芝。

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区委，在天津成立中共顺直省临时委员会。唐

山地委委员、唐山制造厂党支部书记李华添被任命省临委候补委员。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均

归属中共顺直省临委领导。

1927年9月24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到玉田，传达中共“八七”会

议精神，以及省委在京东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玉田中心县委根据王的意见，积极进行武

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将中共唐山地委改称中共唐山市委，并派彭

真任市委书记，市委机关驻市内陈谢庄后街。市委积极组织、发动开滦大罢工，支持玉田

暴动。10月14日，省委特派员叶善枝在玉田县虹桥召开会议，成立中共京东特别委员

会，领导京东地区暴动。由叶善枝任特委书记，张明远、杨春霖为委员。玉田中心县委书

记由解学海担任。10月18日玉田暴动开始，全县两万多名农会会员攻进县城，收缴了保

安队和警察所的武器，占领县公署，并宣布成立农民政府和组织农民军等施政纲领。随后

农民军遭到奉系军阀的镇压，不久遣散，暴动失败。玉田、遵化一带的中共组织遭到破

坏。

192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蔡和森在天津主持召开省委改组会议，决定

撤销京东特委，重组唐山市委。会后蔡到唐山，帮助召开党员代表会，改组了唐山市委，

李华添任市委书记。同时协助市委举办了4批短期党训班，开滦五矿和铁路系统的党员参

加。通过改组和训练，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划清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界限，

使唐山党的工作有了新起色。是年初，市委下设6个区委，有200多名党员。同时，省委

派吕职人恢复了中共玉田县委，由宋哲三任县委书记，关子文、方时珍负责组宣工作。派

李运昌重组中共乐亭县委，并任县委书记，宋匡我任宣传委员。同年7月，省委派傅卫宇

任市委书记，赵铸为组织委员，王德振、李华添、孙清、王才等为委员。10月，中共唐

山市委和乐亭、玉田、遵化等县委，组织“京东护党请愿团”赴省委。请愿”，反对1928

年7月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和这次会议调整后的省委，并要求拨发经费等。随后中

共中央致信省委：立即解散“请愿团”。京东4个市、县委立即停止活动并实行改组。到

12月，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傅卫宇因参与“请愿团”活动被撤职。中央特派员韩连惠来唐

山组织临时市委，王才任市委书记。不久正式建立市委，刘毅任市委书记，刘福禄、左镇

南为委员。

1929年1月，中共迁安县委在前韩庄成立，韩东征任县委书记。2月6日，中共顺直

省委发出第12号通告，将京东的玉田、遵化、丰润、滦县、乐亭、迁安等县的党组织均

划归中共唐山市委领导(实际由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同年4月省委撤换了任职不久

的刘毅的唐山市委书记职务，派李培良任市委书记，在李到任前，由郭隆真到唐山任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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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唐山市委根据中共顺直省委指示，又重组外矿区委，区委书记王文正，组委刘成

章，宣委张子华。同年3月，中共唐山市委指导组建了中共丰润县委。至此共恢复、建立

了中共玉田、遵化、乐亭、迁安、滦县、丰润6个县委，有党员320多人。同年6月，中

共顺直省委派特派员廖化平和巡视员叶善枝来京东，于6月15日在遵化县城南召开京东

党员代表大会，参加代表17人(玉田9人、丰润3人、遵化2人、另省派3人)。大会进

行了8项议程，经代表选举，正式建立中共顺直省京东特别区委员会，叶善枝任特委书

记。

1930年7月初，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全国各地举行总罢工、总起义、总进攻的要求，

中共京东特委作出“以玉田为重点举行暴动”的决议，并拟定组织红军、攻打唐山的冒险

计划。从玉田全县党团员中挑选了48人组成红军，由县委委员张茂廷任总指挥。8日晚8

时，京东特委书记叶善枝和陈士杰、张茂廷等率领20多名暴动人员摸进玉田县城，夺取

了警察分所的7支大枪和200多发子弹。10日以铝名党团员为骨干，临时组成了百余人

的暴动队伍，在张茂廷、刘铭阁的带领下，拂晓趁大雾摸进黄林庄，抓获大地主、武装

“反共会”头子张楷。因张楷之子张永勋逃出，纠集“反共会”(民团)三四十人回村反

扑，暴动队伍各自突围而离散，刘铭阁阵亡。全县党员被通缉，有6名被捕，暴动失败，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同时，中共唐山市委根据中共顺直省委将各级党、团和工会合并为暴动“行动委员

会”的指示，唐山“行委”正式建立，计划组织“七一六”示威，“八一”转为暴动，但

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7月18日省“行委”在贺昌主持下召开天津、唐山、北平3市

联席会议，布置“八一行动”。会后贺昌亲l临唐山召开会议，并以唐山制造厂为中心(开

滦五矿以赵各庄矿为中心)发动政治罢工。但罢工因暴动前的预演引起国民党军警戒备而

未能实现。随后唐山市委书记武湖景调离，由王雅堂任市委书记，唐山行动委员会主任刘

学信任市委秘书长。

1930年7月下旬中共京东特委组织玉田黄林暴动和9月组织丰润攻城暴动失败，玉

田、丰润、遵化党组织均遭破坏。同年11月叶善枝被捕，京东特委工作由中共唐山市委

代管，20多天后叶善枝被释放，继续担任特委书记。同年12月26日，中共京东特委和唐

山市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北方局决定停止组织顺直全

省武装起义，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的指示，在全区开始纠正了以李立

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由于市委书记王雅堂积极推行“左”倾错误主张被撤职，

因抵制李立三“左”倾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唐山制造厂党员恢复了党籍。

1931年初，中共京东特委因主要领导被捕而解体。同年2月中共河北I临时省委派董

德华等到唐山重组市委，董德华任市委书记，胡锡奎任市委秘书长，陈起邦、孙玉堂任

组、宣部长。市委在开展有关唐山非常委员会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大讨论中，暴露了党的组

织，加之个别被捕党员叛变，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主要成员董德华、杨飞林、陈起邦

等近20人先后被捕。不久省委任命胡锡奎代理市委书记，但胡在来到唐山的第二天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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