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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庞明广

昆明市中心的节孝巷狭长而幽
静，一座青瓦白墙的云南传统小四合
院静静地坐落在巷子深处，这里，便
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90多
年前的一个夜晚，云南的第一个党支
部在这里诞生。

1926年11月7日，在夜幕的掩
护下，共产党员李鑫、周宵、吴澄、黄
丽生、杨静珊等人在位于节孝巷的周
宵家，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

会上，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
定，正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由
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担任特
支书记。

“这是云南的第一个党支部，标
志着云南各族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踏上了崭新的革命征

程。”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一级
调研员陈祖英说。

1926年，正是大革命轰轰烈烈
开展之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云南
督军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北
伐后方的严重隐患。正是在这一背
景下，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滇籍共产
党员李鑫回到云南，建立秘密的党
组织。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按照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积极开展推翻唐
继尧反动统治的斗争。特支利用云
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促成云南四
镇守使联合发难“倒唐”，于1927年
2月6日将唐继尧赶下台。

军阀唐继尧的垮台，极大地鼓舞
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在云
南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的工人
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

动，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击着封建军
阀的统治。党组织在云南得以迅速
发展。到1928年底，云南全省党、团
员人数增加到600多人。

然而，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执掌云南政务的龙云秉承蒋介石
反共旨意，开始大肆通缉逮捕共产
党员。

1929年 5月，李鑫在准备发动
工人武装起义时不幸被捕，他在狱中
宁死不屈，仍不断宣扬党的主张，随
后被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32岁。
1930年底，因叛徒出卖，中共云南省
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吴澄、李国柱夫妇
相继被捕。

1931年12月31日，32岁的王
德三、30岁的吴澄和24岁的李国柱
壮烈牺牲。

光阴荏苒，岁月如
梭。一位位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的云
岭大地，如今已旧貌
换新颜。“是先烈们
的鲜血，换回了我们
今天的美好生活。”在
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
旧址驻足参观良久
后，昆明市民陶静动情
地说。
（据新华社昆明1月27日电）

火种·理想·使命
——探访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开展“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寻访

红色印记——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型全媒体报道”，通过回顾那些在中共党史、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历

史瞬间、实地探访红色革命遗址，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光辉历史，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拼搏

实干、锐意进取，谱写重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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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火种从这里播撒到川渝黔边区
——中共綦江支部旧址修复完毕正式开放

1931年1月28日

下川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1年 1月 28日 下川东特委军委书记陈劲言英勇就

义。1月下旬，21军侦缉组由叛徒贺蜀筠带队到万县，先后抓捕
了李叔昭、严振（严觉生）及廖时敏，李、严、廖随后叛变投敌。李
叔昭便带领侦缉组在万县街头逮捕了下川东特委军委书记陈劲
言。陈劲言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于1月28日英勇就义，
年仅22岁。加之军委成员吴季霞主动投敌、万县县委书记李忠
义被捕叛变，万县县委、下川东特委惨遭破坏，涪陵、垫江等县党
组织逐渐撤离隐蔽，停止活动。至4月，侦缉组共逮捕下川东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近百人，其中46名共产党“要犯”被押往

重庆刘湘军部。至此，下川东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

作一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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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申晓佳

我市革命历史遗址又添一处新
景观。1月27日，中共綦江支部旧
址（邹进贤故居）原址修复完毕，正
式开放，也由此拉开了重庆市庆祝
建党100周年“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寻访红色印记”大型全媒体报
道活动的序幕。

旧址位于綦江古南街道文昌社
区中山路24号，是中共綦江支部书
记邹进贤的故居，始建于清末。1926
年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正式成
立，这是重庆地区建立最早的两个党
支部之一。

为什么重庆地区建立最早的两
个党支部之一在綦江？它对綦江乃
至重庆的革命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走进中共綦江支部旧址，我们将找
到答案。

重庆地区建立最早的
两个党支部之一

中共綦江支部旧址为一楼一底
的川南民居，紧挨着綦江区中山路
小学。站在旧址院内，能听见校园
的琅琅读书声。

民居的主人邹进贤是中共綦江
支部书记，也曾是一名教师。记者
在现场看到，底楼是邹家堂屋、邹进
贤父母卧室和邹家书铺；二楼是邹
进贤书房、邹进贤卧室和中共綦江
支部活动室。

邹进贤生于1899年。1923年，
邹进贤在成都四川蚕业高等学校学
习期间加入共青团。1924年，邹进
贤毕业回乡，担任綦江县第一高等
小学的训育主任，兼授綦江青年会
中学的国语、常识等课程。

“他精明干练，很会讲演，经常向
学生讲革命道理，对人热情诚恳，只
要有求于他，无不尽力相助。”原国家
轻工业部办公厅负责人犹凤歧曾是
邹进贤的学生。他回忆，邹进贤以身
作则，积极进行革命宣传，资助学生
到黄埔军校学习，深受学生的尊敬和
爱戴。受邹进贤影响，1933年，犹凤
歧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遭遇连年的军阀混战、土匪劫
掠和水旱灾害，老百姓生活苦不堪
言，邹进贤强烈地希望改变现状。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邹进贤尝试
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们一起，探索实
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严以律己，每
周都从谨言、秩序、廉直、诚实等8个
方面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

然而，1923年夏天，邹进贤返乡
调查民团情况的结果令他心灰意
冷。邹进贤曾在一封致綦江诸友人
的信中沉痛地写道：“而且连一个实
业所也破产净尽，更说不上发展实

业的话了。你们欲为一个教育家
么？然而学校被兵絜扎了，学校器
具损坏殆尽了，学款被提了……试
问你当教育家怎样的去改造环境而
保全自身呢？”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已无望，摆
在邹进贤及进步青年面前的只剩下
一条路——革命。1925年春，邹进
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选
择，是人民的必然选择。”1月22日，
綦江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
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綦江地
处川黔交通要道，是军阀争夺之地，
进步思想也在此广为传播。人民深
受战争之害，抗争意识强烈。因此，
能够带领人民推翻压迫的中国共产
党，成为綦江民心所向的对象。这
是重庆地区最早的两个党支部之一
诞生在綦江的重要原因。

播撒红色火种推动
革命斗争蓬勃发展

通过一道窄窄的木楼梯登上二
楼，再穿过邹进贤的书房和卧室，最
里间就是中共綦江支部会议室。

“为了掩护党的活动，这间会议
室平时看起来就是书铺的修书室。”
綦江区文旅委副主任周铃介绍，会
议室内有木桌、木凳等，可供围坐。
党员们开会时，会秘密悬挂起党旗。

窗外背靠山坡。之所以邹进贤

选择自家作为党支部的会议地点，
周铃说，邹家书铺人来人往，可以掩
护党的活动。如果遇到危险，邹进
贤和支部成员可以从旧址后门迅速
撤离，借助地形隐蔽。

成立之初，中共綦江支部仅有
邹进贤、陈翰屏、危直士（又名危石
顽）、陈治钧、程志筠等9名党员，包
括两名女党员。红色火种就从这幢
木造小楼开始传遍綦江，进而播撒
向四川、贵州和重庆其他地方。

“中共綦江支部为党培养了一
批优秀的党员干部。”陈平介绍，
1926年5月，邹进贤受杨闇公委托，
带杨尚昆一同赴苏联学习。杨尚昆
称邹进贤为“革命启蒙老师”。此
外，陈治钧1929年任四川红军第二
路游击队特别委员会秘书长，1930
年春在涪陵因武装起义失败被捕，
壮烈牺牲。危直士1927年先后调任
中共丰都县特支书记和邻水县委书
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津地委党
校副校长、江津政协常委。程志筠
在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不久后，任妇
女委员会书记，1931年调四川省委
工作。

1928年，邹进贤被派往中共江
苏省委工作。1930年5月，时任中
共四川省委秘书长的邹进贤遭叛徒
出卖，英勇牺牲。

抛头颅，洒热血，共产党人的革
命情怀和奋斗精神从綦江远播各
地。党史资料显示，从1926年1月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到1949年11月
綦江解放，綦江地方党组织由一个
支部发展为地级组织——綦南中心
县委，下属58个支部，所属党员（包
括綦江、南川和津巴边区）共计990
多名。

陈平表示，綦江地方党组织发展
壮大，不仅推动了本地革命斗争的蓬
勃发展，而且推动了南川、江津、巴
县、贵州习水等周边地区发展党员、
培养干部、开展斗争，为重庆及西南
地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支部手册》彰显共产
党人先进理念

“共产党要打倒欺骗和屠杀工
农的国民党”“共产党要使人人有饭
吃有衣穿”“共产党要救济实业破产
的工农”“共产党要拥护农民协会”

“共产党要救济老弱残疾者”……7
幅标语，字字千钧。它们就陈列在
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的展示区，经历
近百年岁月，仍令人心情激荡。

陈平告诉我们，这是1929年中
共綦江县委为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
命和反对军阀战争而印制的标语。
从中，可以感受到共产党人热爱人
民、甘于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及先进的
革命理念。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后，綦江地
下革命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先后组
织了“东溪米案”“武装抗捐”等有重

大影响的地下革命斗争，活动范围
包括綦江、南川、江津、巴县，四川合
江，贵州桐梓、习水等地，推动了国
统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历次斗争中，綦江地下党组织
也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1949年
5月，中共綦江县委秘密编印的通俗
易懂的党内教材《支部手册》就是革
命智慧的结晶之一。

1月22日，记者在綦江档案馆
看到了《支部手册》的复制件。整本
《支部手册》均为手写，字体工整。
封面上清楚地写着“1949.5”，记录下
手册诞生的时间。

翻开《支部手册》，每一项都分
为若干点，条理清晰。在“怎样做一
个共产党员”的章节中，包括入党资
格、党员的义务、党员的权利、一个
好的党员应具备的条件等内容。在

“一个好的党员应具备的条件”中，
第一项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的实
现而奋斗。

作为中共綦江支部第一任支部
书记，邹进贤未能看到这本《支部手
册》。但正如他在给友人周绍溪写
的信中所说，“中国在我们肩上”，此
诺重如泰山。肩负带领人民推翻压
迫的历史使命，綦江地方党组织日
渐蓬勃壮大，写下光辉的历史。

1926年1月，中共綦江支部共
有9名党员。

1927 年春，发展到 60多名党
员。

1949年11月，綦江解放，党员
达358人。

1985年底，党员达26795人。
2020年，綦江党员人数已达到

43747人。綦江也成为“重庆南大
门”，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
点。

“今后，中共綦江支部旧址将
成为革命教育、爱国教育的重要载
体，并将成为綦江红色旅游的重要
资源。”陈平表示，綦江还有中国工
农红军创建初期著名的军事指挥
员王良烈士、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
长王奇岳烈士、黄埔“霍氏三杰”霍
步青、霍锟镛、霍栗如烈士以及红
岩英烈明昭等革命先烈，红色历史
底蕴深厚。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教授表示，中共綦江支部旧址开放，
可以让今天的共产党人和近百年前
的共产党人对话初心，牢记使命，重
整行装再出发。

今后，会有更多人来到綦江，感
受共产党人的信念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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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中共綦江支部旧址修复完毕正式开放，图为位于二楼的中共綦江支部会议室。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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