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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一)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东北边疆，与俄罗斯接壤。鸦片战氛前，这个地区就为

沙皇俄国所觊觎，后来成为日俄帝国主义角逐的战场，人民群众反抗侵略和压

迫的斗争此起彼伏。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东铁路的修筑，工人阶级队伍逐

步壮大，成为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新生力量。广大工人、知识分子较早接受俄国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这些都

为在黑龙江地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黑龙江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和革命发

展十分重视，同年末，“五四”运动青年领袖、中共党员马骏到哈尔滨开展工

作。1922年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哈尔滨考察工

人运动。1923年，中共北京区委陆续派陈为人、李震瀛和陈晦生来哈尔滨，

开展建党工作。同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哈尔

滨组成立。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之初只有党员3人o 1925年夏，中共哈尔滨组

改为中共哈尔滨支部。在此期间，震憾全国的“五卅”运动爆发，黑龙江地区

各界群众开展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密切了党同

群众的关系。同年冬，哈尔滨支部改为特别支部，有党员20多人，书记吴丽

实o 1926年春，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北满地

方委员会，党员已达130多人。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工作机构设组织部、宣传

部和职工、学生、妇女等委员会，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开始有

专门的工作部门管理。1927年10月，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中共北满地方

委员会撤销。1928年9月，正式成立中共满洲省委员会。1930年8月，在左

倾冒险主义影响下，中共满洲省委改为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同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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