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义前坚决不跪 称“死也要站着”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欧阳强：领导工人斗争中壮大党组织

人一辈子免不了一死，
能为国家为人民去死是最大
的幸福。

人物简介

欧阳强（1894～1948）：字效暖，
号翰生、俊湘、加攸。广东省中山县
杭边麻子村人。中共党员。辽宁省
第一个基层党支部沟帮子支部书
记，后任营口特支书记、中共满洲省
委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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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党史大事记

1926年
2月7日至15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大连派
傅景阳、董秀峰、高精一出席大会，傅
景阳被选为第三届执行委员。

2月 在中共奉天党支部帮助下，
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正式成立。钱
公莱为省党部执委会负责人。执委会
设常委 5 人，其中跨党的共产党员 3
人，共产党员吴竹村为执委会组织部
长。国民党奉天省党部的成立，标志
着国共合作在沈阳正式开始。此间，
国共双方共同努力，向广州黄埔军校
和北伐军输送人员百余名。

2月 营口东亚烟草公司工人为反
对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增加
工资，举行同盟罢工，参加的工人有
1200 多人，经过月余的激烈斗争，于 3
月 10 日以资本家答复增加工资五成五
而胜利结束。

2、3月 中共唐山地委派袁兰祥，
(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等 3 人，到
锦州、沟帮子、皇姑屯等地指导铁路工
会工作。

3月 奉天制麻、满洲毛纺业株式
会社、青城子铅矿和营口火柴工人相
继罢工。2 日，奉天制麻工人 600 多人
因奉票跌价，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
经过 10 余天激烈斗争，获得部分胜
利。15 日，青城子铅矿 450 多名工人，
和奉天满毛、营口火柴公司工人，都因
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均获得基本胜
利。

来源于《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
1919-1949》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斗争转入
低潮。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唐山地委利用各种关系
派一批共产党人到北宁路关外段开辟工作。欧阳强
也在这时候被派到锦州、沟帮子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初到锦州，欧阳强通过朋友介绍进入北宁路锦
州机务段机器房当一名钳工。由于他的钳工技术
好，又肯帮助工友，很快便成为工友们的知心朋友，
并进一步领导了锦州地区早期铁路工人的斗争。

1923年下半年，欧阳强正式到沟帮子铁路机务
段建立北宁路沟帮子站党小组，组长为欧阳强，党
员共7人。此后经欧阳强串联活动，1924年在沟帮
子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这
是辽宁省境内最早建立的中共基层组织，后来党员
发展到10人。欧阳强是该支部首任书记。

曾赴欧洲参加一战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馆长孙一楠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提起了那段风雨岁月。欧阳强从普
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优秀共产党员,曾被
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

欧阳强1894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杭边
乡麻子村的一个归国华侨家庭。1913年进唐山机
车车辆厂当学徒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阳强参加华工赴
欧洲战争，了解到了各国工人斗争的情况，回国后向工
友讲述了工人斗争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情况。

孙一楠介绍，严峻的斗争考验锻炼了欧阳强同
志，使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23年1
月，欧阳强经邓培和梁九（梁朋万）二人介绍，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铁路工人争“花红”

1929年末至1930年初，铁路工人辛苦一年，眼
巴巴分得“花红”却落空,工人们被压迫和欺骗得无
比愤怒。工人们的气愤已到极点，中共满洲省委得
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深入调查，叮嘱工人保证安
全，安全争取利益。杨一辰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确
定以沟帮子为中心搞好各站、段的统一行动。根据
省委的指示，欧阳强召开支部会议，研究斗争方案，
党员、工人骨干分头活动。

白天，他们躲过工头的监视，互通信息;晚上，
贴标语、撒传单，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后来，欧阳

强到营口、大虎山、彰武、锦州等地串联，联合行
动。几天时间，就将北宁路关外段的铁路工人组织
起来，并在大虎山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争取“花
红”的代表会议。

在争取“花红”的代表会议上，欧阳强激愤地
说:“我们工人生活太苦了，没有煤烧，钱也不够花，
加班加点也不给多开工资，路局又拖欠了我们几年
的‘花红’，我们要向铁路局进行斗争!”他的话音刚
落，马上赢得了代表们的赞同，代表们决心把争“花
红”斗争进行到底。

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一场铁路工人争“花红”
的斗争，终于在北宁路关外各站爆发。1930年1月
初，在欧阳强的率领下，沟帮子 100 多名铁路工人
早早来到集合地点，敲着水桶，高喊:“缩短工作时
间”!补发“花红”!电灯房工会小组组长何子英把电
闸拉下来，警告段长，不答应要求决不恢复供电。
机务段的工人说:“不发‘花红’，别想开走火车头!”
最后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至此，
沟帮子铁路工人争“花红”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刑场上英勇就义坚决不跪

1947 年 10 月 9日，欧阳强被捕。在狱中，敌人
派一位同乡来说服欧阳强，被他严词拒绝，“共产主
义是我的信仰，共产党员有责任去为实现自己的理
想而奋斗。书我要读，但不读你们这些书。做官是
你们这些人的追求，共产党人没有官兵之分的。”

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寒冬时节，欧阳强被戴上
脚镣，用水把地泼湿，不给被子盖。反动分子把欧阳
强折腾了10多天，一无所获。之后又把欧阳强押解交
给上级，几个月里，敌人使尽了伎俩，美人计、严刑拷
打无所不用其极，依然不能动摇欧阳强的坚定信念。

1948 年 4月 26 日，是欧阳强英勇就义的日子。
当天凌晨，乐昌县城戒严，国民党兵、警察荷枪实
弹，十步一岗、巡逻队川流不息，城区高建筑物上架
着机枪，寒气逼人。欧阳强鼓励同志说，“不要怕！
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在敌人面前发抖。抬起头
来，勇敢地去死。人一辈子免不了一死，能为国家
为人民去死是最大的幸福。”

到达乐昌城外的枇杷岭刑场，敌人挖了三个
坑，让欧阳强跪在西边的坑边，欧阳强坚决不跪，他
说“我不能跪，死了也要站着做鬼。”敌人无奈，只好
强行将他按坐在地上，惨无人性地向他连开数枪。

这一年，欧阳强顽强革命的一生定格在54岁。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欧阳强。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翻拍

从沟帮子火车站向东几百米，
能看到一个古朴的院子,那就是辽
宁最早的党支部——中共沟帮子铁
路支部所在地。

1924 年，北镇沟帮子成立辽宁
最早的中共党支部中共沟帮子铁路
支部，隶属于中共唐山地委，欧阳强
任该支部第一任书记。1927 年，中
共沟帮子铁路支部转归满洲省委领
导。1930 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的刘少奇带领中共满洲省委、奉
天特委部分领导亲自到沟帮子铁路
支部视察并指导工作。在刘少奇的
领导下，以沟帮子为中心，北宁铁路
关外段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
争，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

2015 年 8 月，北镇市启动中共
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活动旧址修缮工
程。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革命遗址
类博物馆，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旧
址纪念馆成为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和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

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旧址。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欧阳强用过的工具。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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