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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义革命与建设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工人

主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为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并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颂的工人运动领袖、劳动模范和先进人

物，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优秀代表一j．

在旧社会，开封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过着被奴役的生活。他们为了自身的解

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统治阶级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斗争中，他们不怕困难，不恒牺牲，有不少工人运动领袖被反
动派逮捕，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比较突出的，有曾参与领

导陇海铁路大罢工的凌必应，有被职工群众誉为“及时雨”、

“邮务三杰”之一的张光岱，有曾担任河南省立工厂工友联合会

’会长、并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杨春英、李春泉等等。

他们的英勇行为，受到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敬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市涌现了大批劳动

模范和先进人物，英雄辈出，若群星灿烂。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为建设开封、振兴开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还为保卫国

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而光荣牺牲。他们是人民的功臣，是中原

儿女的骄傲!

《开封工运人物志》汇集了在开封工人运动中涌现出的历史

人物，历届工会领导人以及历次被评选为全国、省、市劳动模范

(先进生产者)的名单和简要事迹，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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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我们编辑刊印这本书，是对工运领袖、先进模范人物功

绩的历史性的纪念，同时，也期望能够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作出贡献。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闵锋、张安生、王忠爱、钟根旺、

赵卫忠等；张安生为责任编辑；最后由田中岳、张景彦进行了审

定把关。本书的编写工作，在市总工会舶瓴导下。得到市人物志
办公室、市总工会生产部以及有关基层工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l

由于受资料和编写水平所限，本书中的缺点和错漏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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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历史人物



一__-▲
、 工运历史人物

凌 必应

凌必应是开封早期工人运动领袖。1 893年生，安徽省巢县伞

兵镇人。1922年秋j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开封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一一开封机务厂(车头厂)支部书记。历任陇海铁路总工会副会

长、中共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北京5 4 l厂副厂长、总工程师、

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凌必应幼时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是泥水匠，收入微薄。他三

岁丧父，母亲被迫改嫁，剩下姐弟=入。为求生计，姐姐做了童

养媳，凌必应给地主放牛。十三岁到船上帮工。1909年，凌必应到

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 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大厂当修理工。1915

年，厂方强迫工人每人买半个月工资的公债票，遭到工人的反

对。当时凌必应找人写了张“谁要去开支，大家就打死他”的纸

条贴出去，结果三天没有一人去领工资。厂方被迫取消了让工人

买公债的规定。1 917年，因互头压迫，凌必应受气不过，打了工

头，被厂方开除。1918年，凌必应到河南童阳广裕煤矿公司当工

人。为反对资本家裁减工人，他鼓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斗争取得胜利。不久，资本家借故把他开除了。

1920年，凌必应经过考试，当上陇海铁路开封机务厂机器

工。1921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外

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举行大罢工。凌必应和开封铁路工人一起积

极参加这次罢工斗争，并且被选为工人代表，和路局进行谈判，

路局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并驱逐了法人总管若里。这次斗争

取得胜利。1 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工人在罢工胜利的基础



上，在开封召开全路工人代表会议，选举成立陇海铁路总工会，

凌必应被选为副会长。1 922年1 oYJ，凌必应经铁路密查员、共产

党员张昆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开封机务厂党支部建

立，凌必应任书记。1923年2‘月1日，凌必应代表陇海铁路总工

会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参加了“二七”罢工

斗争。 ，
。 一

1 927年5月，陇海铁路工会发动工人支援北伐军，组织秘密

破坏交通大队，凌必应任队长。破坏交通大队的主要任务是：

一、迎接北伐军到来；二、援助冯玉祥出师潼关；三、破坏铁

路，、阻截奉军南下一同年6月19日jI，’全国第四次劳；萄大会在汉口

召开，凌必应代表河南工人参加了这次会披o．中共河南省委成立

后，凌必应任候补委员。
1 927年6月，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凌必应代表工人向

冯玉祥提出三项要求：一、‘各厂成立工会；二、实行8小时工作

制，每月休假4天；三、一职工工资每人每月增加3+元。经过斗

争，冯玉祥全部答应所提要求。

大革命失败后，开封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在白色恐怖下，凌

必应坚持斗争。他拒绝了官僚资本家提他为工头、增加工资50％

的收买，表示；只要有脑袋，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1927年9．

月4日，凌必应与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在党婀领导下j一通过犀民

党工人事业管理处，枪毙了方荣魁、孙炎、熊福海。冯万祥、张

彦老5个工贼。1 929年，他按照r中共开封市委韵指示，与市委委

员、铁路工人王长保在南关车站道棚内秘密处决叛徒王惠民，。为

党和人民消除了隐患。1 930年，因蒋冯大战，八个月未发工资，

工人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凌必应被推选为代表，找厂长要求发工

资，并宣布罢工。由于叛徒告密，凌必应被捕，‘押送郑州军。法

处。在审讯过程中，他受尽酷刑，几度昏死过去，始终未暴露共

产党员身份。同年秋，乘冯玉祥部队撤退时，他和难友一起砸开

牢门，逃回开封。此时因省委、市委已被破坏，他和党组织失掉



。联系．1 934年，他在道清铁路当检查员，经扶轮学校教员杨锡臣

介绍，与省委李剑寿接上关系，恢复了党籍，并被派到焦作中央

煤矿公司。后因李剑寿叛变，他二次被捕，判刑二年半，1935年
底释放，又一次失掉了组织关系。

‘

1938年，凌必应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被派往汉口招收20余

名学员到延安学习。I 939年延安工人学校成立、，他任总务科长。
1941年调到边区印刷局。1 942年，凌必应重新入党。先后任队长、

剐厂长、印刷一局局长等职。解放后，曾任5 4 I厂副厂长、总

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l 960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

准，从l 922年计算党龄。I 983年离休。

张光岱

张光岱，河南省潢川县人；1901年生，河南中州大学毕业。

1924年到河南省邮政管理局任职员，后升为乙等邮务员。I 925年

冬．由江梦霞，杨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光岱一生，除作

邮政局职员外，大部分时间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河南和开封

邮务工会常务理事，中共开封市委职工部副部长、全国邮务总工

会执委、成都办事处主任和视察室主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1秘

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等职。1 96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张光岱在从事工人运动期间，积极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进行

政治，经济斗争，热心为职工服务-受到职工群众的爱戴。被誉

为“及时雨宋江”、“邮务三杰”。

一、组奴邮务工会，驱逐英人邮务长

1 92碑，北伐革命军到达武汉后，河南工农运动也蓬勃开展
起来。开封邮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撤销英国人邮务

长，收回邮权，组织工会、改善生活条件等一系列的斗争。这年



3月，张光岱和陈家仁、任其祥等人筹组河南省邮务总工会，广

大职工热烈拥护，踊跃参加。英人邮务长穆林闻讯后，竭‘力反

对。他在汉口英文报撰文说，开封邮政局有共产党活动，’并报告

邮政总局。另外，又派人去收买张光岱等人，说： “如果解散工

会，可提升为甲等邮务员，工资增加封150元。”一张光岱等当场

拒绝，表示： “给官也不要，坚决站在工人立场上，斗争到底：。

穆林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采取指定候选人名单的办法，派出

得力干将，到处活动，拉选票，企图把工会办成御用机关。结

果，他的阴谋被识破，邮工们对他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抵制。全体

职工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芏：会领导机关，、正式成立河南省

邮务总工会，张光岱等1 3人当选为执委。当选的工会领导人在会

上宣誓： “头可断，血可流，为办工会志不改”。

河南邮务总工会成立后，立即向穆林及其走狗展开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首先派人向穆林交涉，把火车押车员津贴赘由每i二
角五分提高为五角。接着，在报纸上揭露穆林罪状=十余条，大

大打击了洋人的嚣张气焰。穆林对工会的活动怕得要死，恨的要

命．便与军警相勾结，破坏工会组织，对工人进行镇压。他颠倒

黑自，制造罪状，宣布逮捕陈家仁，停业任其祥职务∥搜查张光

岱住处。经工人多方营救，反动派被迫将陈家仁释放出狱，～’但工

会被以非法组织为名宣布解散。这样，更激起了广大邮工的：仇

恨。。决心开展驱逐穆林活动。
。

、

，1927年6月1日，北伐军进驻开封。张光岱等组织邮务互入

迎接北伐军，给他们带路，找房安置住处，并进行慰问。张光岱

和陈家仁代表邮工面见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潞演达，要求

驱逐穆林回国，收回中国邮权。邓演达表示支持邮务工会的意

见，并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南关邮政管理局外面召集群众讲话，

然后游行示威。张光岱带领群众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l”“打
倒军阀l”’收回中国邮权l，，等口号。后来，张光岱等代表工

会找穆林j宣布他破坏工会等罪行，限他三天离开中国≯滚回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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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去，否则必须严惩。穆林不敢反抗，亲呈悔过书，向工会道
歉，他平日耀武扬威的神气一扫而光，予6月3日夹着尾巴走

了．副邮务长刘曜庭自知罪恶很多，也予7月离开开封，由蒋云

峰担任河南第一任华人邮务长。工人斗争胜利孓，大家扬眉吐

气，召开了庆祝大会。
、

1927年8月，张光岱等人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河

南省邮务总工会筹委会，并派人组织开封分会。开封邮务工会基

础较好，于l 927年9月正式成立开封分会，张光岱等三人被选为

常务理事。由于省邮务总工会缺乏人员，工作由开封分会兼理．

从此，．邮务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
／

=、为工人说话办事，维护邮工利益

．．都务工会成立后，在张光岱等组织领导下，利用工会这个合

法组织。、为邮务工人办了太量好事，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受

到邮王的拥护。

． (一)为及时反映邮工的意见和呼声，出版了工运刊物．如

《豫邮踞光》、《会务简报》、《邮虹》、《河南邮工》等．

(二)为增加邯工知识、培养革命意识，举办职工夜校和工人俱

乐部、，邮务图书馆。(三)向局方交涉，减少工时，增加工资．

职工每人每月增加米贴2元。信差工资由每月Io元增至1 6元。听

差工资原1 3元至t 6元，增为1 5元至30元。邮务佐加发7元5角。

(四)举办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抚恤死亡职工家属，根据

入会年限分别发给25元至100元抚恤金。<五)反对迫害和无故

开除工人，保障邮工的职业权利。邮工严海荣、武绍文、梁乐等

分别受到诬告或无故开除，、经张光岱交涉，都得到合理解决。

由于张光岱和陈家仁、任其祥三人能维护群众利益，受到群

众的赞誉，称他们为“邮务三杰”。这样就引起反动派的仇视．

于1 928年4月逮捕了张光岱。至1 929年7月，经工人多方交涉．

才释放出狱。、



张光岱会祖传中医，不论哪个人有了病找他．他都毫不厌格

地给看病。他经常和工友谈心，召开工友谈话会，了解工人的痰

苦和要求。他的工资虽然较高，但因家庭负担重，生活并不宽

裕，可是不管谁生活有了困难去找他，他都帮助解决，而自已仍
过着很清贫的生活。

、

兰、组织邮工，参加全国夹罢工

1 932年3月，张光岱出席上海召开的全国邮务工会第=次代

表大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同年5月，爆发了全国邮工护邮夫罢

工，中心要求是：反对限制升级，反对邮票荚1印，反对取消谖元

津贴，要求增加工资，恢复失业工人工作等。中华全匿总工会发

布《告邮务罢工工友书》，号召邮务工人坚持斗争到底。全国工

人阶级要积极支持邮务工人。罢工前，开封邮务工会接到全国邮

务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张光岱和乔文焕前往上海参加了

这次会议。会上研究布置了行动办法，决定予5．月22日举行总罢

工。开封邮务工会于22日晚，在南关邮政局召开全体职工犬

会，选举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由张光岱任主任。中共河南省委派

团省委负责人到开封指导罢工。张光岱具体组织和领导了这次罢

工。 5月23日，岍封邮务工会宣布罢工，并向各界发出通告．
反动政府疯狂破坏这次罢工，对工人进行镇压。警察到处抓人，

强迫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次罢工．

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开封工联会和学联会也致电感伺‘；

并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迅速采纳工人意见。由于电文激烈，工

联会负责人有多人被逮捕，后经交涉释放。5月27日，接到全国

邮务总工会通知，说工人要求条件政府当局全部接受，决定于5

月28日恢复工作。这次坚持五天的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中华全国

总工会高度评价了这次罢工的意义。



遁≯领导邮工参加抗目斗争

1 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

潮。开封邮工寓张光岱的组织发动下，积极参旃抗日救亡活动。

工人们虽然收入微薄，仍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支援抗日队伍。

1 931年秋，给马占山部队捐款500元。l 932年，给参加长城抗战

的义勇军捐款400元。l 934年，给傅作义将军捐款200元。
1 935年2月24日，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张光岱被选为

候补理事。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中

国劳动协会内部分为两派，以朱学范、张光岱为一派，接受抗13

民主战线，主张联共，团结抗日；另一派拒绝抗日统一战线，坚

持反共，片面抗日。’
1 93 5年1 2E 9日，北京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

动，开封学生热烈响应，爆发了震惊中原的卧轨事件。张光岱代

表开封邮务工会组织慰问团，携带物品和慰问信，前去车站慰

问。

1 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党决定由张光岱和于秀民组织青

年工作团，后扩大为开封青年战地工作团，奔赴农村，开展抗日

救亡工作。

1 938年3月，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委会在汉口成立，张光岱

前去参加，被选为筹委i同年3月11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委

会常委、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来开封视察工人运动：这时

担任中共开封市委职工部副部长的张光岱组织各业工人二千人在

大陆电影院(工人电影院)举行欢迎会。他代表主席团致欢迎

词，他说，我们为了贯彻解放的目的，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

参加到这神圣的抗战中去，支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假若全国

职工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那么，民族自卫战争便有了一支

中坚力量。张光岱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6月．开封沦陷前．张光岱动员工人撤退．不当亡国



奴。之后，他调往四川成都，被任命为全国邮务总工会成都办事处

主任兼中国劳动协会秘书长。1940年，全国邮务总工会迁往重庆．

不久，张光岱被任命为全国邮务总工会组织部长。抗ILl战争期间，

张光岱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合法身份，谨慎地发展组织，团结党

外进步职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向国民党反动派及邮局的反

动势力进行斗争。

1943年3月20日，中国劳动协会第四届年会在重庆召开．4

月1日闭幕，秘书长张光岱致闭幕词。他说： “现在抗战胜利已

在目前，国运即转弱为强，新世界亦即将实现，时代所给予我们

劳工群众之使命，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是增加生产，完成中国的产

业革命。为要增加生产，对于劳动福利设施，即必须同时积极进

行，为完成中国产业革命，建设世界新秩序，必须加强劳工之组

织与其活动i设计方针办法等等。”

由于张光岱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国民党政府授予

他“抗战英雄”勋章．

五、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I 946年8月，全国邮务总工会调张光岱到上海：亡作。行政职

务任上海邮汇分局职员，实际上主要从事劳动协会和邮务工会工

作。I 946年11月，中国劳协内部分裂，总部迁往香港，朱学范在

香港发布十三条政治主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张光岱在上海

成立秘密组织“劲社”并任社长，拥护朱学范发表的十三条政治

主张。

1948年8月1日，全国六次劳大在哈尔滨召开。中国劳协在

香港决定派张光岱、周颖等为代表，参加六次劳大。张光岱因工

作关系，虽然未能出席大会，仍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全国解

放以后，张光岱被选为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和经费审查委员

会主任，并担任资料统计科科长。在任职期间，他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忠于职守。忠于人民，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职工作。196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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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默默地离开了人阔。对予这位为工人运动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共
产党员，广大邮工，尤其是开封邮工，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杨春芙

杨春英，原名杨秀蓉，女，开封市入，1 905年生，营任河南
省立工厂工友联合会会长，开封救济院院长，省政协常委等职。
她在开封早期工人运动中，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

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酱难的童年

杨春芙家境贫寒，父亲给富人当夫役，母亲磨面卖面和给当

铺洗浆衣服，收入微薄，生活极为艰苦。她七、八岁时，曾当过

童养媳。10岁时，父亲叫她到朱仙镇姐夫家粮行帮忙，干些杂

活。12岁时，她和9岁的妹妹到开封一家打蛋厂当童工，每天只

挣十几个制钱。干了一年多，蛋厂关了门。后来又到花生行剥花

生．剥花生是有季节的，每年三、四月以后就停工了，没有收

入，杨春荚又去火柴公司装火柴。这样，生活还是没有办法，她

和妹妹每天天不明就到粥场(官府为救济穷人设的饭场)领窝窝

头．后来火柴公司停工，杨春茭失业。 ．

1 921年，杨春芙的母亲千方百计托人证她进了省盛第三贫民

工厂(即河南妇女工厂)这时她才1 e岁。当时河南的军阀官僚在

开封办有省立第一、第二两个贫民工厂。1 922年8月，河南省实业

厅将第一贫民工厂改为省立第一工厂，第二贫民工人改为第二工

厂，模范工厂改为第三工厂，阜民工厂改为第四工厂。同时，河

南督军冯玉祥又用原督军赵倜遗产四万元创办开封平民工厂和开

封妇女习艺工厂。这样，开封就有了六个省立工厂。开始有职工

七八百人，后增至1 400人左右。工人们不仅政治上毫无权利，而

且生活上也毫无保障．长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工人每

ll



关芊+几小时，工资仅2元左右，宥的厂连工资也不给．每天嶷
管吃小米稀饭和窝窝头。工人群众为了求生存，反对剥削压迫‘，

就通过罢工等形式，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杨春荚也在斗争中得

到锻炼。 、、

：、组织起来，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

1923年以后，共产党员冯品毅、江梦霞等先后到开封进行革’

命活动，在省立工厂开展工人运动。在他们的教育发动下，提高

了工人群众的觉悟，涌现一批积极分子。1 925年4月，经冯品

毅、江梦霞介绍，杨春芙加入了共产党。此外，还发展李晴馥、

李春泉、刘素贞，刘素清，张蓝田．卢超群等入党，并建立了党

的组织。在杨春荚、李春泉等带动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向统治阶

级进行斗争．

首先，由各厂工人选出代表一二人，为工人说话，争取工人

的权益。这一年6月上旬，第二工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因

厂长不答应，全体工人举行罢工．在五卅运动中，杨春荚组织全

厂工人参加示威游行大会，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

1925年秋天，一天，工人上班后，向厂方要求开门喝水并要

求以后不要锁门。由予平时厂方没有把工人看在眼里，对工人的

要求不睬不理。工人便一拥丽上，把小院锁着的木门砸烂，围到

厂长办公室门口，大喊： “打倒虐待工人的厂长翟宾!” “打倒

广务主任秦宝善l”这天厂长翟宾不在厂内，奉宝善毫不在乎地

对工人说： “我量你们也不能怎么着!”他们的一些走狗逞势向

前阻拦，并恐吓说；“你们如不回去，就n11警察来抓你们。”这时

工人们的怒火更高了，有的喊打，有的喊薅他的胡子。狗腿子看

势不妙，便偷偷溜走了。当时院内种有自萝卜，杨春荚和工人们

就拔起萝卜向奉宝善打去，接着又把他的衣服撕破。斗争在激烈

地进行，警察赶来了．他们看到工人人多势众，也只好装着调解的

样子向工人们说： “你们可派代表谈，大家先回去，慢慢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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