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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中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辽中特
支”）遗址位于沈阳市辽中区（原辽中县）浦西街道
南二马路43号，当年这里是辽中师中学校，如今
校舍已经被一片住宅楼取代。辽中区委党校党
史研究室主任陈天培向记者讲起辽中第一个党
支部建立的历程。

李维周（1902年—1993年）出生于辽中县满
都户官粮窑村。他天资聪慧，1925年考入奉天师
范英文专科学校。在求学期间，他目睹中国人深
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特别是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非
常苦闷。接触到进步师生后，他阅读了《共产主

义ABC》《向导》《中国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思
想受到启发，开始坚定地追求进步和光明。1926
年，李维周加入共青团奉天特别支部。在团组织
的培养下，他的革命信念日益坚定。1927年4月，
李维周经任国桢、杨韦坚介绍，在奉天小南门外，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奉天师专毕业后，李
维周到台安县师中学校做英文教员。

在1928年中秋节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共
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提出，辽中县有独特的地理
优势，而且，党内有一批辽中籍的共产党员，应派
党员到辽中去开辟地下工作，撒播革命种子。为
此，满洲省委决定在辽中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争

取群众、建立基地”。
陈天培说，1928年冬，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

愿代表省委找李维周谈话，委托他为满洲省委特
派员，到辽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
发展党的组织。李维周毅然奔赴辽中。

1929年新学期开学前，辽中师中学校恰好空
缺一名英文教员。李维周通过朋友介绍，在辽中
师中学校做了一名英文教员。从此，李维周以教
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以辽中师中学校为基地，
以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员为宣传对象，按照满洲省
委的指示，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反对封建剥
削和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目标：辽中县建立党组织

记者在省档案馆看到几份珍贵的档案图片，
是中共满洲省委发行的部分刊物，其中有1928年
发行的《满洲通讯》（第一期—第三期）。这些宣传
革命的进步刊物在当时很受学生喜爱。

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李维周利用课堂
教学指导学生阅读这些进步刊物，在学生中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以争取进步学生，壮大
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再扩大对社会的政治影
响，深入组织农运、工运，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部部长钱樾雷告
诉记者，李维周除教授英文课外，还兼任教授生
物课和党义课。他参考进化论及物种起源的有
关知识，向学生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利用党
义课向学生讲述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是造
成中国贫穷落后的祸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宣传进步思想。

此外，李维周又购买大量进步书刊，如《唯物
辩证法》《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和《阿Q
正传》《列宁青年》等进步文学作品，在学校以进步
学生为骨干，组织建立起“环读会”“文学会”“业余
研究班”等读书组织，团结青年学生，传播马列主
义。学生阅读新书蔚然成风，思想觉悟有很大的
提高。

1929年“双十节”前后，学校根据政府的指
示，命令各班级举行“抗俄”慰问演出。李维周将
计就计，动员负责导演的进步师生选择富有进步
意义的剧本，或从剧本内容上加以修正补充，开
展进步思想的宣传。李维周积极工作，团结了一
批进步学生，为建立共青团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9年10月间，李维周介绍张景泉、史春祺、张治
身3名进步学生加入共青团，在辽中师中秘密建

立了辽中师中学生团支部。张景泉任支部书记，
史春祺、张治身任支部委员，他们经常开展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的爱国主义宣传。

“1929年，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为
培养革命骨干，决定选送党员去上海参加为期一
个月的党中央高训班学习。”钱樾雷介绍，1930年
初，经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安排，李维周与赵
尚志等三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交通员老潘带
队，经大连走海路到达上海。正在上海参加组织
工作训练班的任国桢专程来看望他们，语重心长
地嘱咐他们说：“满洲省委派同志们来学习很不
容易，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东北农运工作没有
基础，要靠你们去很好地开拓。”

据《李维周革命回忆录》载，训练班设在上海
的“亭子间”，班上有十几位同志。大家都十分珍
视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吸取革命的养
料。课程安排了政治、组织、工运、农运和军运等
几个方面的内容，作政治报告的是恽代英，作组
织报告的是陈潭秋，作工运报告的是李立三。这
次训练班上学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有力地
指导了学员们以后的革命工作。回到辽中后，李
维周在团支部扩大会上，传达了学习内容，与会
者受到很大教益和鼓舞。

培训：李维周与赵尚志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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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上半年，李维周根据中共满洲省委
的指示精神，将张景泉、史春祺、张治身3人发
展为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辽中县特别支部委
员会，李维周任书记，张景泉、史春祺、张治身任
特支委员。辽中特支设在辽中师中学校内，由
满洲省委直接领导。

辽中特支建立后，决定进一步壮大组织力
量，继续在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发展党员。为不
断扩大政治影响，辽中特支决定将革命活动范
围从学校向社会发展，从县城向农村发展，在辽
中地区点燃革命火种，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
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篇章。

1930 年暑假前，李维周主持召开特支会
议，专题研究农民运动工作。会议决定先进行
试点，并提出几项试点要领：（一）反帝反军阀，
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封建剥削；（二）广大贫雇
农、手工业者、店员联合起来，争取生活待遇的
改善；（三）在方法上采取交朋友、办识字会等多
种形式，有条件的要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在这
次农运试点中，满都户地区取得很大成绩，很快
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为方便开展工作，辽中特支还购买了一
台油印机，出小报、印标语，编印了一批以“反

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反对地主、资本家剥削”“抵制日货、增
加工资”等内容的传单和小报，邮寄到全县各
学校、机关，将革命的种子传播到辽中的每个
角落。

1932 年初，中共奉天特委为了加强对台
安、辽中地区的领导，将台安、辽中两个特支合
并，成立了台辽中心县委。在县委领导下，辽中
特支改组为辽中总支，总支设在满都户西村地
下党员王殿恩家的豆腐房里，总支下设满都户、
卡力马、兴业堡3个党支部，中心任务是加强反
日宣传和组织抗日武装。

党的革命活动让日伪当局坐立不安。1932
年5月，日伪当局派出军警到满都户抓捕地下
党员，中共辽中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1932年
10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奉天特委遭到敌人破
坏，李维周等10名同志先后被逮捕，送交伪奉
天高等法院关押审讯。李维周坚贞不屈，尽管
敌人用尽酷刑，他始终守口如瓶，严守党的机
密。1934 年初，李维周获释，立即投入党的地
下工作中。沈阳解放后，李维周先后任沈阳市
图书馆副馆长、辽宁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务。
1993年去世，享年91岁。

壮大：建立党支部，开展农民运动

记者通过多条渠道找到李维周的孙子
李赞。李赞今年46岁，在沈阳北站工作。

李赞向记者展示了珍藏多年的爷爷的
几张照片。还有一枚爷爷用过的小巧的印
章，虽然造型和用料都很普通，但是在李赞
心中却有不同寻常的分量。在李赞的记忆
里，爷爷李维周就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可
亲的老者。儿时的李赞与爷爷同住，常常
听爷爷讲起当年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民运
动的故事。大约八九岁时，一次李赞给爷

爷洗澡搓后背，第一次发现爷爷后背遍布
密密麻麻、深深的伤疤，心里非常难过，问
爷爷疼不疼？爷爷笑着回答：“没事，鞭子
打的，都过去几十年了，那时如果扛不住，
就成叛徒了。”

“爷爷对我们后辈要求极严，让我们要
做个好人，遇到涉及名和利的事，要主动往
后边靠。”李赞告诉记者，爷爷不让儿女孙
子对外宣扬他曾经的革命经历，不准家属
借光提拔。因此自己对这段家庭背景也特

别低调，几乎没跟外人提起。听到此，记者
恍然大悟，难怪对这次采访，他的领导和同
事都很惊诧，原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朝夕相
处的李赞是老一辈革命者的后人。

身着一身铁路制服，李赞自豪地告诉记
者：“我跟《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是同行。”李赞
的工作是在沈阳北站站台上接送路过的普速
列车，白天给火车司机打旗提示、晚上用信号
灯发送行车信号。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他
需要连续工作24小时，接送200多列普速绿

皮火车安全驶离站台，然后休息两天。
在李赞的大盖帽里，藏着工作所需的

列车占线程序图，加上手台、小旗帜、信号
灯，组成李赞工作时的“标配”。李赞说：

“爷爷为党工作不畏牺牲，我不能辜负爷爷
的期待，干上这份工作，就要认真负责地把
火车正点送走，把千千万万旅客平安送回
家。”

（感谢辽宁省档案馆、中共辽中区委党
校、李赞为本版提供照片）

爷爷的印章珍藏至今
本报记者 商 越

中共满洲省委发行的部分刊物。

李维周（前排中间）一家合影。

1968年，李维周的履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