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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盘踞在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
穷兵黩武，对农民加紧盘剥。他们设立了“清丈
局”，重新丈量农民的土地。在丈量时，将农民土地
放大，寻找借口对农民处以罚款、增加赋税。奉系
军阀还随意向农民摊派军饷、军需，动不动便发告
示向农民征车、征兵，强迫农民购买公债，规定每十
亩地购买公债现洋一圆，以充军饷。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研究员张璐介绍，
农民一年收获的粮食，除缴纳地租和苛捐杂税之
外，不能糊口，逼得广大农民走投无路。而且由
于连年战争，经济萧条，致使奉票不断贬值，雇农
所得到的工资无法维持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10月24日，中共满

洲省临委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满洲农民运动
决议案》，提出了党的政治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
地”“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抗一切苛捐杂
税”，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满洲省临委确定由斗争经验丰富、
在党内有很高威望的吴丽石担任农运部部长，指
导各地农村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5月，中共满洲省临委给东南特委的
指示信中指明：“从速推动同志找到农民的线
索，发动农民抗租、抗税、抗捐、抗债与反豪绅官
吏的运动……农民群众，渐渐齐集于我们所指
导之下去奋斗。”

针对当时农村各地干部缺乏的情况，中共

满洲省临委决定，举办训练班培养农运干部。
据史料记载，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28 年 12 月
末，共举办了 3 期训练班，每期十余人，培训时
间约半个月，专门培训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才。
中共满洲省临委对训练班十分重视，省临委书
记陈为人、省监委组织部部长兼农运部部长吴
丽石、团省委书记张任光都到训练班讲课。陈
为人负责讲授马列主义知识和党的建设问题，
吴丽石主讲农民运动和工作方法，如何深入农
民群众中，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反抗苛捐
杂税斗争及开辟农村根据地问题。经过培训，
干部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提高，回到农
村后，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

开办训练班，培养农运干部

1929年6月成立的老瓜堡菜农党支部是农
运斗争的典型代表。老瓜堡位于沈阳市大东
区，中共沈阳市大东区委党校副校长刘峰协助
记者查阅相关史料，还原了这段历史。

曹源清（1904 年—1983 年）是山东诸城曹
家郭庄人。1927年11月，曹源清与族兄曹次清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三弟曹焕清因年龄小，加
入了共青团。

1928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派曹克明来到曹
家郭庄一带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初，曹家三
兄弟参加了山东省高密县农民暴动。他们审判
并枪毙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没收了部分地
主的浮财。这次暴动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但

很快被地主武装镇压。参加暴动的农民大都离
开本地，曹源清兄弟三人根据党的指示转移到
青岛。1929年农历二月二，他们来到沈阳。

1929 年 6 月，曹克明派宋琦（山东高密人）
到沈阳，找到了曹源清，并将他们介绍给中共满
洲省委组织干事杨一辰。曹源清三兄弟接上了
组织关系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建立老
瓜堡菜农党支部。支部除了曹家三兄弟，还有
宋琦介绍的刘同志和霍同志（具体名字不详），
一共4名党员、一名团员（曹焕清），隶属中共满
洲省委领导，曹源清为菜农党支部负责人。

刘峰介绍，曹源清开始住在北关八王寺土
山子胡同，给白家菜园子扛活，后搬迁到老瓜堡

落户，给王家菜园子扛活。曹次清、曹焕清住在
柳条湖，给张家菜园子扛活。从此，曹源清以菜
农身份作掩护，领导支部成员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

那时，老瓜堡一带的菜农给地主干活儿，需
要每天凌晨两点钟起床，挑菜进城叫卖，晚间一
直忙到九十点钟才能休息。他们起早贪黑，拼
命地为地主卖命，但所得报酬极少，连高粱米
饭、大咸菜都不能吃饱。老瓜堡菜农党支部根
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多次组织党员开会，
研究发动菜农，向地主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
等要求。通过党员们的积极活动，周围农民纷
纷响应，团结起来与地主作斗争，取得胜利。

团结菜农，成立菜农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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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老瓜堡菜农党支部根据上级的指
示精神，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封建
军阀”等战斗口号，并组织党员书写标语，在菜
农中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农民抗租抗税。曹源
清等党员一大早挑着菜筐，从老瓜堡到小河沿
一带，以卖菜为名，沿途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

单，唤醒群众的觉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斗
争精神。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部部长钱樾
雷介绍，1930年冬天，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曹源
清会同支部的刘同志，先后两次到奉天南关监
狱，给被捕入狱的王振祥等人送棉被、药品和零

用钱并传递消息，增强了被捕入狱的同志斗争
的信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白色恐怖笼罩
奉天城。据《曹源清同志回忆录》记载，一次，宋
琦通知曹源清到北市场一间煎饼铺楼上秘密联
络点开会，当时到会的已经有十余人，曹源清都
不认识。进屋后不久，突然外面传来“有情况”
的暗号，参加会议的十余名党员迅速分散、撤
离，敌人扑空。事后，宋琦告诉曹源清：“这里形
势很紧张，我可能要转移，走时再通知你。”

1931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奉天迁
往哈尔滨，宋琦也调到了东满（今黑龙江省内）
工作，行前紧急，未能及时通知曹源清。宋琦后
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1933年在与日军作战中
牺牲。从此，老瓜堡菜农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
失去联系，中止活动。后来，形势更加严峻，曹
源清为保守党的机密，将宋琦交给他保管的党
内文件、书籍和一枚方形木图章烧掉。

曹源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仍居住在老
瓜堡地区，和农民合伙租种菜地，起早贪黑、精
心耕种，耐心等待党组织的消息。遇到日寇抓
劳工时，曹源清总要想方设法暗示农民们提前
躲避。东北解放后，一名姓赵的工人还念念不
忘：“在伪满时期，日本鬼子抓劳工，多亏老曹头
儿（曹源清），不然我哪能活到今天？”

贴标语、撒传单、传消息

近日，曹源清的儿子曹广德把父亲生
前的遗物整理出来，捐赠给了中共满洲省
委旧址纪念馆。纪念馆副馆长赵野表示，
革命后人捐赠的遗物会陆续展出，让它们
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

在捐赠仪式上，记者见到了今年75岁
的曹广德，他向记者展示了几张珍藏的父
亲照片。曹广德捐赠的四件遗物分别是：
一杆卖菜用的铁秤，一个石质蒜捣子，这都
是陪伴曹源清多年的家什，曹广德从小时

候记事时起，就看父亲在使用；还有曹源清
穿过的一件黑色老式棉袍、一件夏天穿的
黑色老式单袍。

曹广德告诉记者，父亲生前曾多次跟家
人们讲起年轻时那段革命岁月，对当年中共
满洲省委的老领导、老同志们感情很深。平
时父亲经常教导儿女们，工作中不要计较名
利，不要考虑对方职位高低，要尽己所能帮助
他人。曹广德还记得自己结婚时，想打个豪
华点的两层炕柜，被父亲制止，父亲告诉他生

活中要低调、节俭。
受父亲的影响，曹广德兄弟姐妹 8 人

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姐还光荣参军入
伍。退休前，曹广德在沈阳新光机械厂任
中层干部，负责为职工分房，但他没向单位
要一间屋，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也让给了
更需要的人。

2000 年，曹广德退休后，投身社区公
益事业，社区有啥大事小情都爱找他帮
忙。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曹广德第一

个报名，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执
勤站岗，义务为大家服务。

“我退休后没啥事，愿意为大家多服
务，为社会奉献点儿余热，这也是父亲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曹广德就这样牢记父
亲教诲，传承爱党敬业家风，几乎年年被沈
阳市大东区上园街道新华社区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档案
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提供）

“父亲教导我们，尽己所能帮助别人”
本报记者 商 越

党史研究者整理的1928年第14期《满洲通讯》（部分），刊发的是中共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委通过《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
提出“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反抗一切苛捐杂税”（红线部分）等口号。

曹广德（左）捐赠父亲用过的杆秤。 本报记者 商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