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成立后，除了积极
发展、建立各级组织外，还领导了北宁路上的

“花红”斗争。
所谓的“花红”，是旧中国企业多年沿用的

一种为“额外报酬”的那部分工资。按照惯例，
铁路当局会在每年年终给铁路职工加开一个月
的工资，也就是“花红”；如果年营业收入在160
万元以上，年终发给职工“双花红”，也就是加开
两个月的工资。

“北宁路”是铁路名称变化后的产物。1928
年，“京奉铁路”改名“平奉铁路”，一年后，这条铁
路又改名为“北宁铁路”，简称“北宁路”。北宁路
上的“花红”斗争就是以沟帮子为中心，发生在关
外的有组织、有计划、斗争策略又极为巧妙的一
场运动。

铁路当局为了迎合军阀增加军需的要求，
1929年，北宁路铁路当局以“财政状况不佳”为

借口，不仅不补发前两年拖欠的“花红”，而且还
宣布把当年的“花红”取消，这一举动引起了铁
路工人的强烈愤慨。

1929年8月，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制定的
《北宁路罢工计划》中明确指出：“目前北宁路各站
的斗争已不断发生，这种斗争趋势在客观上有发
展成为全路斗争的可能，现值年终，进行‘花红’斗
争已成为全路工人更迫切的需要，势必引起全路
工人一致起来，有形成全路罢工的前途。”

鉴于沟帮子地区的实际情况，时任中共满
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来到这里对北宁路“花红”
斗争进行指导。

史料记载，1930 年初，“花红”斗争开始。
数百名工人在党支部书记欧阳强等人的组织和
带领下宣布罢工。他们冲破监工的阻拦，高呼

“给我们增加工资”“补发‘花红’”“缩短工作时
间”等口号，包围了公事房，要求段长郭忠汉出

面解决问题。
害怕把事情闹大的郭忠汉只好催促路局答

应了工人的要求。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花
红”斗争取得了胜利。

沟帮子“花红”斗争的胜利犹如一颗炮弹，引
发了辽西铁路工人此起彼伏的“花红”斗争。时
隔不久，大虎山、彰武等地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组
织工人取得了“花红”斗争的胜利。这让辽沈地
区的工人们看到了抱团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
他们纷纷团结起来维护权利。沈阳皇姑屯大厂
的工人包围住厂长，提出四项要求，厂长答应了
工人诉求，工人斗争也最终取得胜利。

孙一楠表示，北宁路“花红”斗争的胜利意义
重大。党组织不仅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
而且通过系列斗争还加强了工友之间的团结。
经过系列运动，北宁路沿路各站的工会组织相继
建立起来，党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

积极领导“花红”斗争

欧阳强的孙子欧阳兴一直生活在广
州，今年 58 岁。他告诉记者，爷爷留下诚
实守信的家风一直感染着他、浸润着他。

欧阳强是广东中山人，但他的儿子，也
就是欧阳兴的父亲却出生在唐山。当时，
欧阳强正在唐山的铁路系统工作。

因为保密需要，当时欧阳兴的奶奶和
父亲并不知道欧阳强在从事着秘密工作。
之后的几年，这个家庭随着欧阳强的工作
变动不断在全国各地辗转，从河北到湖南，

再到广东，这个家庭就像一叶扁舟，漂荡在
时代的大潮中，直至1948年欧阳强牺牲。

“我是从家里的那本‘烈士证’上知道爷
爷是一位英雄的。”欧阳兴说。因为当时欧
阳强保密工作做得好，直至牺牲，家里人也
不清楚他当时都做了哪些地下工作。后来，
随着党史部门对欧阳强秘密革命工作的不
断梳理与披露，家人知道的越来越多，并为
欧阳强的执着与奉献精神感到骄傲。

2017年，欧阳兴身患重病的父亲希望

能回到欧阳强曾经工作的锦州沟帮子去看
一看。于是，一家人开车从广州出发，一路
向北，最终来到了沟帮子镇。

一家人走进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
馆，看到一件件与欧阳强有关的文物及图
片，是那么的陌生，但又那么的亲切，一家
人热泪盈眶。“我们之前只是从文字上看到
一些关于爷爷的介绍，纪念馆这么立体、翔
实的介绍，让我们看了之后很震撼。我觉
得爷爷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欧阳兴说。

虽然爷爷已经牺牲70余年了，但他留下
的做人做事诚实守信的家风却一直延续至
今。欧阳兴说，爷爷在父亲小的时候就教育
他这么做，父亲也做出了榜样，现在欧阳兴正
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和儿
子这么做。“作为烈士的后辈，我们既要珍惜
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愧对既是亲人又是英雄的先烈。”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由中共沟帮子铁
路支部纪念馆提供）

欧阳强留下的家风是“讲诚信”
本报记者 朱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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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京奉铁路延伸到了辽西地区，
沟帮子成为这条铁路线上的重要站点。就在同
一年，沟帮子至营口的支线修通，这样一来，沟帮
子成为关外较大的铁路枢纽站。

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之铁路线的覆盖，让沟
帮子成为当时重要的咽喉要道。它东通沈阳，
西连锦州，南邻盘锦，北靠阜新，便捷的交通优
势成就了其商业发展，一时间，沟帮子兴盛起
来，随之聚集了大量产业工人。

100多年后，记者穿行在沟帮子镇内，仍能
感受到历史上的热闹与繁华在今日的延续。相
较于省内其他城镇，沟帮子镇内车辆川流不息，
人流熙攘，沿街的店家招牌醒目、密匝，彰显着
累积下来的浓厚的商业底蕴。

工人密集不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丰沃土
壤，也为革命运动提供了基础。

“1921 年，沟帮子迎来一位特殊的访者。”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馆长孙一楠介绍
说，这年冬天，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兼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东北
考察工人运动情况，第一站就是沟帮子。

在沟帮子火车站，罗章龙创办了东北第一
所工人补习学校，利用补习文化的机会宣传革
命道理。

这一微小细节的背后却有着宏大的历史背
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迅速传
播。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
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他派遣共产党员以交

通部密查员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组
织。作为交通枢纽的沟帮子这时就被纳入党组
织发展区域之一。

1923年，李大钊派北京铁路总工会负责人
陈为人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到东北开展工作，二人向
中央汇报了哈尔滨、大连等地工作开展情况。

1923年初，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派欧阳
强来到辽西开展秘密活动。欧阳强，1894年出
生在广东省中山县。1913年，欧阳强到唐山机
车车辆厂当学徒，在同为广东人的早期工人运
动领袖和著名活动家邓培的影响下，1923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在欧阳强入党不久，
他就来到沟帮子进行革命活动。

沟帮子聚集大量产业工人

眼下正是暮春时节，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
纪念馆院内的绿叶已经萌生。这个被周边群楼
围挡的小院，庄严、宁静，砖瓦之间透出了岁月
沧桑。

孙一楠介绍，纪念馆所在的这个院落原本
是“扶轮小学”校址，后来因为这里曾是欧阳强
等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地点之一，几年
前改建成了纪念馆。

1923年初，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欧阳强
从唐山来到京奉铁路关外段开展革命活动。当
时的欧阳强以锦州铁路机务段钳工身份为掩
护，来往于锦州、沟帮子，进行秘密活动。

1923年三四月间，沟帮子铁路工会小组在
欧阳强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这是东北铁路工
运历史上最早的工会组织。同年 8 月，京奉铁
路总工会沟帮子分会成立。

就在京奉铁路总工会沟帮子分会成立不

久，欧阳强在沟帮子扶轮小学办起了工人夜校，
传播革命思想，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的一间展厅
内，用等比例的方式复原了欧阳强当年与工人
促膝长谈的场景。在一间土炕上，欧阳强盘腿
而坐，与工人隔桌交谈。炕几上，一盏马灯照亮
了整个空间，也照亮了这片土地的未来。

有了工人夜校这个活动基地，欧阳强有了
更为便利的秘密活动地点，进而紧锣密鼓地发
展党员。他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往返于锦州与
沟帮子之间，住在工人宿舍里秘密开展工作。
1923 年下半年，在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沟
帮子铁路党小组正式成立，欧阳强任组长。
1924年上半年，沟帮子火车站及车辆修理工厂
已有共产党员7名，于是，在中共沟帮子铁路小
组的基础上，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正式成立，欧阳
强任书记。

中共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既是辽宁第一个基
层党组织，也是东北铁路系统诞生的第一个党
支部。孙一楠说，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的成立，不
仅加强了辽宁各地与京津唐地区党组织的联
系，也让星星之火在辽沈大地蔓延开来。

比如，1926 年初，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派人
到锦州、沈阳等地指导建设党支部工作，并筹建
了锦州铁路工会。同年，欧阳强和支部全体党
员认真讨论上级提出的“不失时机发动群众开
展斗争”等要求，号召每一名党员都要站在斗争
前列。

再比如，在欧阳强的协调、指导下，按照上
级党组织的要求，1928 年彰武铁路党小组成
立。同年 6 月，彰武铁路组建了阜新地区第一
个工会组织——京奉铁路总工会沟帮子分会彰
武工会，仅仅两个月，会员就发展到30多人，遍
及了机务、车辆、道拨等车间班组。

1924年成立辽宁第一个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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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李震瀛写给邓中夏等的信。（中央档案馆提供）

欧阳强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里复原的欧阳强当年工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