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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能量
本报记者 张 颖

探访时间

2021年3月22日

专 家

探访点位

沈南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苏家屯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杨城寨村

1932年7月成立的党支部
是沈南地区宣传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力量

张荣光深情地望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党史学习教育 特别策划

沈南第一个
党支部纪念馆

我是一个远嫁的媳妇，跟爱
人在哈尔滨上大学时相识，然
后嫁到了杨城寨，我的两个孩
子在这里出生，我的父母也来
到 这 边 生 活 ，这 里 就 是 我 的
家。在这儿生活得越久越能体
会到村里人的勤劳和淳朴是有
历史传承的。

（爱人的）爷爷去世之前给
我讲过那段历史，二太爷（张俊
庸）是一个英雄，也是我们家族
的骄傲。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
牺牲和付出，就没有今天的幸福
生活。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
馆筹建的时候，爷爷帮忙收集资
料，寻访见证人。

向游客讲述沈南第一个党支
部的故事，传扬先辈们英勇不
屈、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我们
的责任。

（王煜欣 杨城寨村村民）

农家小院
传播红色文化

点位名片

心 声

沈阳市苏家屯区杨城寨村的一处山坡上，三幢灰色屋顶的建筑格外显眼，从空中俯瞰呈“品”字形。这
就是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1932年7月，一个被命名为“辽阳特支”的党支部在这里成立，为革命点燃了星星之火，打下了深厚的
群众基础。

89年过去了，如今这里是党员群众的活动场所和红色讲堂，也是全省重要的党史教育基地。在红色文
化的滋养下，杨城寨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成为红色乡村游的首选目的地。

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就建在当年支部党员开会的瓜
棚原址上。支部成员之一的张
一吼既是张俊庸、张寒加入党组
织的领路人，也是抗日名将李兆
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张一吼与李兆麟是姨表兄
弟，两家离得不远，张一吼参加
革命活动深深感染了进步青年
李兆麟。

李兆麟在张一吼的帮助下，
加入了北平反帝大同盟和东北
民众抗日救国会，并根据家乡的
抗日形势组织抗日队伍，与二人
相熟的东北地区早期革命家夏
尚志曾说:“张一吼是李兆麟的
启蒙人、引路人。”

九一八事变后，张一吼毅
然放弃学业，加入了东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并与小荣官屯村
的李兆麟相约，共同谋求抗日
救国之计。

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同时，
张一吼、李兆麟等人还根据胡乔
木的指示，于 1932 年 3 月成立了
反帝大同盟北平东北支部，在大
洼、小堡、小荣官屯等村和抗日
义勇军的队伍里发展盟员，建立
支部。

1932 年 7 月，苏家屯地区历
史上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张一吼向李兆麟
传播革命理想

和父亲的蜡像再拍张合影

沈阳的春天乍暖还寒。3月 22日，86岁
的张荣光在儿子张晓松的陪同下，早上 7 点
从沈阳市铁西区家中出发，不到 9 点就到了
位于苏家屯区杨城寨村的沈南第一个党支部
纪念馆。

张荣光是沈阳市轧钢厂退休工人，也是
沈南第一个党支部“辽阳特支”创建人、支部
书记张俊庸的儿子。身为革命英雄的后代，
张荣光为父亲的英勇无畏感到自豪，他猜想
父亲为自己起名字时，希望整个家族可以一
直保持这份光荣。

站在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的广场
上，时间的车轮回转。1932年7月，杨城寨村
长山子路南的山林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瓜棚
里，3 个热血青年正热烈地探讨如何组织发
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撒播革命火种。
3个青年之一便是张俊庸。

张俊庸 1905 年 8 月 20 日出生在沈阳
市苏家屯区大沟乡大洼村（现为杨城寨村）
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族兄张一吼的
影响下，与党组织深入接触，积极参加进
步运动。

1932 年 5 月，张俊庸与族弟张寒参加反
帝大同盟，组建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大洼支部。

1932 年 7 月，张俊庸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家屯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张俊
庸任支部书记。

“这个党支部只有 3 名党员，分别是张
一吼、张俊庸和张寒，他们通过传唱革命歌
曲、印发传单、深入群众谈心等方法，在大
洼村宣传革命，并在村里发展了 5 名少先
队员，成为一个小组，这就是苏家屯地区
第一个党支部当时的工作情况，非常不容
易。”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负责人沈
辉说。

记者来到纪念馆第一展厅第三单元
“星火燎原”主题展览前，一间 20 平方米的
茅草屋生动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家屯地
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的情景。进门处张
一吼、张俊庸和张寒的复原蜡像生动鲜活，
这是无数个日夜他们商讨革命斗争形势，
创新革命工作方法的缩影。

走 进 展 馆 ，张 荣 光 的 心 情 越 发 激 动
了。1966 年父亲去世，他对父亲的追思除
了家中保留的父亲遗物，更多的记忆便是
通过这个纪念馆中的一幅幅照片和一段段
文字记载。

“这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张荣光凝
视着蜡像，轻声说道。他颤颤巍巍地从衣兜
里掏出手机，让张晓松给他和父亲的蜡像再
拍张合影，这是一次难得的与父亲同框的机
会。看着展馆里挂着仅存的一张父亲年轻
时的照片，张荣光潸然泪下。

在一个陈列着“关于张寒、张俊庸的证
明材料”的玻璃展柜前，张荣光双手搭在
玻璃上，近乎贴着，想要看清楚上面的每
一个字。这是父亲一生最光荣、自豪的经

历，也是张荣光在心中默默珍藏了几十年
的记忆。

1932 年 10 月初，张寒、张俊庸到沈阳城
内小西关马泡沿胡同民乐铁工厂参加中共
奉天特委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与会人员
被日本宪兵包围，在场的张寒、张俊庸等六
人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寒与张
俊庸表现出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保
守住了党的秘密。

“这是父亲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留下
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个就是他。”张荣光
指着照片，眼中泛着泪光，“他的左胳膊上
还绑着绷带，被捕时他被日本宪兵打伤了
腰部和手臂，以后的生活里他经常受那次
枪伤的折磨。”

充满体验感的党史讲堂

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始建于 2009
年，2011 年 7 月正式落成。2018 年开始重新
设计、改建，2019 年 4 月 1 日新馆改造完成，
重新开馆。

新建成的纪念馆占地面积8400平方米，
展览面积 1180平方米。全馆共有 3个展厅，
分别为苏家屯革命展厅、党员政治生活体验
中心和红色讲堂。

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讲解员韩冰典
见证了新旧两个馆的变化。韩冰典说，改造
后的纪念馆在原党史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
实物展陈，丰富了党史资料。

韩冰典说，二号展厅党员政治生活体
验中心以“信仰”为主题，集学习、教育、展
示、互动、服务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场景
再现、时光隧道等方式，突出体验功能、深
化信仰力量，让参观者仿佛身临其境，更
好地展现了党建文化和党建辉煌成果的
精髓。

张荣光是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最忠
实的观众。多年来，每当心中思绪难平，他就
来到这里看看。身体还不错的时候他自己坐
着小巴车就来了，近年来身体状况不如从前
了，就让儿子开车送他过来。还有一次他带
着孙女一起来了，“希望后代也能记得历
史。”张荣光说。

三号厅红色讲堂是沈南第一个党支部
纪念馆文化活动的基地。沈辉说，到馆里接
受党史学习教育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在这里
举办红色讲堂，追溯红色记忆，放映爱国主
义电影。

如今，沈南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成为全
省重要的党史教育基地、党员活动的阵地和
红色旅游地。

“每年到杨城寨村采摘、游玩的游客络绎
不绝。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杨城寨村的旅
游经济也越来越好。”沈辉说。

红色文化带火乡村游

距 沈 南 第 一 个 党 支 部 纪 念 馆 不 到
500 米，就是杨城寨村旅游景点梨花小镇

的入口。仿古城墙、徽派特色的楼房，这
里已经成为人们踏春、采摘的首选之地。

张俊庸的侄孙张宝利打造了梨花小
镇 。 从 2002 年 搭 建 起 第 一 个 大 棚 开 始 ，
头脑灵活的他跟着市场化大潮，学习经营
大棚采摘、建农家院，３年前开始经营梨
花小镇。

“张俊庸是我二爷爷，父亲在世时经常给
我们讲二爷爷英勇抗日的事情，村里老一辈
的人都知道我二爷爷是个英雄，作为后代我
感到很自豪。”张宝利说。

张宝利经营的梨花小镇，每年接待游客
人数占到了杨城寨村总游客人数的 80%左
右。游客多时，他就雇村里闲着的村民帮忙，
按天结算工资 。“平均每天发出去的工钱有
3000元左右，有的村民在这里帮忙一年能挣
三四万元。”张宝利说。

村里已经形成了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沈阳市苏家屯区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闻绍鹏说：“将红色文化融入乡村
生态旅游产品，实现‘红色搭台、绿色唱
戏’，既增加了红色旅游吸引力，也使乡村
生态游更有教育意义。”

如今，梨花小镇的接待规模可达到每
天 3000 余人次。张宝利自家产业做大做
强后，就想着怎样帮助村民增收等问题。
每年秋天，张宝利都会从果农手里采购大
量的寒富苹果帮着销售。借助梨花小镇
客流量大的优势，将苹果包装后作为礼品
给游客。

张宝利有切身感受，作为具有特殊教育
意义的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热度近年来持续
攀升，成了热门出游主题之一。

穿过展馆内的时光隧道，回顾百年党史历程。

1932年初

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二十
一路军在沈南成立。

1932年2月至9月

北平市委、河北省委和
奉天特委派出共产党
员在大洼村开展抗日救
亡工作。

1932年7月

沈阳城南第一个党支部
在大沟乡大洼村（现为
沈阳市苏家屯区杨城寨
村）成立，被命名为辽阳
特支（当时抗日救亡运
动的中心在辽阳县小堡
村，因而在奉天特委文
件中涉及该支部时，皆
称其为辽阳特支），张俊
庸任支部书记，受奉天
特委领导。

1932年10月6日

奉天特委召开第二次扩
大会议。由于叛徒告
密，张寒、张俊庸等人被
捕。苏家屯地区第一个
党支部遭到破坏。

1943年底

在苏家屯火车站附近的
一座小楼里，由王光石
领导的一个秘密党支
部在沈阳到吉林沿线与
敌人开展地下斗争。

1945年6月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
六军分区进驻沈阳。王
光石领导的人民武装被
编入五十六团。

1945年9月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先遣
部队挺进沈阳，随后，八
路军独立大队进驻苏家
屯，同时东北人民自治
军三师九旅进驻姚千户
屯。

1946年3月

先后建立了中共铁路机
关区支部、中共姚千户屯
支部、中共林盛堡支部3
个党支部。

1948年10月31日

辽沈战役解放苏家屯之
战在苏家屯地区展开，东
北人民解放军占领苏家
屯火车站，苏家屯解放。

大事记

本报记者（右）在馆内听讲解。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吕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