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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15悦读滨州·文史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
在她创建初期，渤海平原上就有
了党的早期革命活动，诞生了山
东最早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当
时，许多先进分子在外地或当地
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接受
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革命思
想，播撒革命火种。

位于寿光市台头镇张家庄
村的张玉山故居,是山东最早的
两个农村党支部之一——寿(光)
广(饶)支部的诞生地。中共寿广
支部是在共产党员延伯真的帮
助下建立的。延伯真是广饶县
延集村人，1923年底加入中国共
产党。张玉山是延伯真在省立
一师的同学。1924 年春，张玉
山、王云生经同学延伯真介绍，
来到青岛，见到了邓恩铭。4
月，二人由延伯真、邓恩铭介绍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邓恩铭对张玉山说：“张家
庄是你的家乡，情况你也比较熟
悉，可以先在那里开展工作。”于
是，张玉山、王云生开始以张家
庄为基地，在寿光北部和寿光、
广饶边界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开
办平民学校，组织了植树会、抗

粮会、互助会等，积极宣传马克
思主义，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
在张玉山和王云生的努力下，在
寿光北部和寿(光)广(饶)边界地
区很快发展了两批青年加入社
会主义青年团，使寿光成为继青
州之后团组织发展最快的地区。
到 4 月底，全县已有张方儒、张
良儒、褚宝斋、王湘宾、丁培基、
杨兰英等15名团员。

1924年8月，延伯真回家乡
广饶开展工作，介绍了同村的延
安吉入党，并将张玉山、王云生
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三人共
同组成中共寿(光)广(饶)小组，
张玉山任组长，隶属中共济南地
方执行委员会。9月，经中共济
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在原寿
(光)广(饶)党小组的基础上，成
立寿(光)广(饶)党支部(时称支部
干事会)，张玉山任支部书记，王
云生、延安吉任支部委员。

当时，张家庄所在的洰淀区
区董(即区长)侯乃宣倚仗权势，
搜刮民财，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张玉山、王云生等人决定组织一
次以抗粮抗捐为主要内容的反
对侯乃宣的群众活动。

这年深冬的一天，张玉山等
人在彭家道口高等小学召开群
众大会。周围各村前来参加大
会的代表共有一百七八十人。
会上，张玉山和王云生向群众散
发了关于侯乃宣贪污罪行的传
单，并慷慨陈词：“侯乃宣巧立名
目，搜刮民财，大家要团结起来
抗粮抗捐，坚决赶走侯乃宣。”很
快，侯乃宣的丑闻传遍了整个寿
光县，政府为了影响也不得不撤
销了侯乃宣的职务。这是寿光
县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反
抗封建势力的第一场胜利。

1925 年 2 月，由于寿光、广
饶两县党员增多，在寿广支部的
基础上分别建立了以寿光张家
庄为中心的寿光支部和以广饶
延集为中心的延集村支部。张
玉山任寿光支部书记，王云生、
李铁梅任委员，隶属中共山东地
执委。

寿光支部建立后，支部委员
分头进行活动，发展党团组织。
张玉山到寿光崔家庄双凤小学
担任教员。他一边教学，一边对
师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积极发
展党员。在他的革命思想熏陶

下，全校教职员工革命热情高
涨，革命气氛非常浓厚，该校成
为寿光党组织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5年4月，王云生到寿光南台
头村帮助褚方珍开办平民学校，
介绍褚方玉、褚方塘等进步青年
加入了党组织。7月，李铁梅到
寿光北部南河一带，以行医为掩
护发展组织，先后介绍王辅之等
5名小学教员入党。是年冬天，
建立了南河党小组。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党
员队伍不断壮大。1926年7月，
全县建起了张家庄、双凤小学等
十多个党支部，党团员发展到
300 多人，遍及寿光 60 多个村
庄。

8月，在中共山东执委委员
宋伯行的主持下，寿光地执委在
张家庄成立，张玉山任书记，李
铁梅、褚方珍、马保三、陈章甫为
地执委组成人员。接着，在张玉
山家召开了第一次执委会。从
此，寿光的革命工作就在地执委
的统一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
故事》）

星火初燃照寿光

《共产党宣言》传广饶
1920 年的时候，《共产党宣

言》翻译成中文版。印刷过程
中，印刷工人突然发现，书的封
面印错了，印成了《共党产宣
言》，印刷工人准备重印。陈独
秀就告诉他们，咱们的经费非常
紧张，不需要重印，所以第一个
中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就这
样诞生了。

此版本《共产党宣言》的其
中一本，一直被广饶县刘集村的
党员们用鲜血和生命代代传承
下来，并于 1975 年捐献给了国
家。此版本《共产党宣言》目前
仅存世 12 本，而刘集藏本则是
中国农村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

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原本
只是鲁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
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
便是刘集村人。1925年，刘雨辉
被济南女子职业学校聘为教员。
1925年底，刘雨辉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在一次济南党员的集体
活动中，刘雨辉结识了同乡党员
延伯真、刘子久、李耘生和负责
山东党组织机要工作的张葆茝。
张葆茝是济南早期党员，时任道
生银行济南分行的职员。他经
常来往于上海、济南之间，便将
一本《共产党宣言》带到了济南，
并在其扉页右下角签盖了“葆
臣”朱红印章。不久，张葆茞将
盖有印章的这本《共产党宣言》
赠送给了刘雨辉。

1926年春节，刘雨辉回刘集
村探亲。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一

盏昏黄的油灯下，她把这本精心
珍藏着的小册子拿了出来，交给
了共产党员、刘集村党支部书记
刘良才。她指着封面上的“大胡
子”告诉大家：“他叫马格斯（即
马克思,陈望道中文译本中的译
名），德国人，他跟一个叫安格尔
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
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学他
们的书。他们会让我们明白革
命的目的和我们今后应该走的
道路。”

刘良才宛如收到了“宝贝”。
他惊讶地发现，“大胡子”说的这
些话，翻译成朴素的农村语言，
不就是“带着人民群众过好日
子 ”的 意 思 吗 ？ 从 1926 年 至
1928年，刘良才利用冬春农闲时
节，连续举办了三个冬春的农民
夜校，《共产党宣言》成了他备课
讲课的好材料。1928 年 12 月，
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良才任书
记。此时，全县共产党员达 70
余人、团员80人。

1928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
气焰嚣张，广饶形势益加严峻，
上级决定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
一律销毁。刘良才深知《共产党
宣言》的宝贵，便把它秘密藏了
起来。1931年2月，山东省委调
刘良才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
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
言》郑重地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
员刘考文。1932 年 8 月博兴暴
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
破坏，刘考文估计到自己有可能

被捕，就把这本视为生命的《共
产党宣言》交给了忠厚老实、不
太引起敌人注意的刘世厚保存。
刘考文一定叮嘱刘世厚，就象刘
良才叮嘱自己一样：“这是我们
党的最高纲领，是我们革命的指
路明灯，一定要保存好了！”不
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
1933年7月，刘良才也因叛徒出
卖而被捕，在潍县惨遭杀害。

刘世厚把这本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留下的红色宝书精
心收藏起来，他用油纸把它严实
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
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
雀眼里，有时放在麻雀窝里，一
次次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益寿临
广“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
更加激烈残酷，日伪军三次“扫
荡”刘集村。最严重的一次“扫
荡”是在 1941 年 8 月，1000 多名
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
就杀，见房即烧，79名干部、战士
壮烈牺牲，20 余名群众惨遭杀
害，500 多间房屋被大火烧毁。
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又偷偷潜
回村里，硬是从火海中抢救出了
这本《共产党宣言》。

1975年，广饶县文管会征集
革命文物时，刘世厚依依不舍地
将这本保存了 40 多年的《共产
党宣言》捐献给了国家。（本文原
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80 年前，英
勇无畏的渤海区
军民坚定革命理
想信念，不怕牺
牲、艰苦奋斗，团
结一心、浴血奋
战，创造了彪炳
史 册 的 辉 煌 战
绩，谱写了荡气
回 肠 的 英 雄 赞
歌，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孕育形
成了“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
的“ 老 渤 海 精
神”。

新时代下，
传承和弘扬这一
优良传统，重温
渤海区光辉的革
命斗争历程，缅
怀渤海区党政军
民的丰功伟绩，
对激励全市上下
加快推进品质滨
州建设，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
最美滨州篇章具
有重要意义。本
报特开设《渤海
老区印记》栏目，
进一步深入挖掘
新时代背景下渤
海革命传统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
脉、汲取信仰力
量，更好助力新
时代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

    《共产党宣言》初版中译本（左）和再版的翻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