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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推动革命星火在四川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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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2月25日下午，微雨，记者来到位
于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街70号的中共
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下称中共重庆地
委）旧址。

这座灰色外墙的小楼，也是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先驱者、中共重庆地委首任
书记杨闇公的旧居。目前，它因展陈升
级，暂未对外开放。

95年前，中共重庆地委在此勇敢承
担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实现了党对
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从而使重庆
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重庆团地委整顿为党组织
建立打下基础

“欲指导民众，究竟从哪条路走的
好？……刻已认定马氏（指马克思）为
主。”

1924年上半年，杨闇公在日记中写
下了对未来的深刻思考。当时，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浪潮正在全国掀起，但在四
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组织，革命星
火尚未燎原。

“一般情况下，先建立党组织，再建
立团组织。但在重庆历史上，是先建
团、后建党。”站在旧址一楼的展厅中，
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向秋月介
绍，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
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下称重庆团地委）
正式成立，周钦岳任首任书记。此后，
成都、泸州、宜宾等地社会青年团组织
纷纷建立。

革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重庆团组
织成立后，由于缺乏大规模开展革命运
动的群众基础和实际运动经验，导致工
作局面难以打开。

为有所突破，1924年9月1日，团中
央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负责整顿
四川团组织。

在萧楚女指导下，1925年1月，杨
闇公当选为重庆团地委书记，童庸生当
选为宣传干事，罗世文则主要负责学生
工作。从此，重庆团组织迅速成为活跃
于革命斗争中的主导力量，为四川党组
织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历史把重庆推向四川革命前台

“……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
死，必见光明。”

1925年3月，杨闇公加入中国共产
党。正如他在日记中写下的那样，继续
为伟大信仰而奋斗。

此时，整顿后的重庆团地委正发挥
出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1925年上半
年，重庆团地委发动了国民会议运动和
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斗争。随着革
命形势日益高涨，建立重庆地方党组织
已成为迫切需要。

记者在旧址展馆中看到，1925年7
月15日，杨闇公、童庸生致信团中央，其

中就提到“成立C.P.（即党的组织）”。史
料记载，同年9月23日，他们再次致信
团中央，要求建立党组织，但未获批准。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闇公、童庸生与
会。会后，杨闇公、童庸生赶赴上海，专
程向中共中央、团中央汇报在四川建立党
组织的重要性和准备情况。这一次，中共
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成
立，邹进贤任支部书记。同月，中共重庆
支部也在重庆中法学校成立，冉钧任支
部书记。

2月底，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杨
闇公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冉钧负责组
织，吴玉章负责宣传。杨闇公、冉钧、吴
玉章当选为执行委员，程秉渊、李嘉仲为
候补委员。

向秋月介绍，中共重庆地委的办公
地，就设在杨闇公旧居。这里地处繁华
闹市，建筑屋顶相连，方便党员们集会、
转移。

“历史把重庆推向了四川革命的前
台。”向秋月介绍，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领导四川党的
工作。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重庆？重庆市地
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重庆在四川开埠最早，随着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里建起最初的工
厂，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为党的创建
打下最初的阶级基础。

其二，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
部成立后，发展党员，积累了斗争经验。

其三，成都虽一度是四川革命运动
的中心，但1924年后因政局变化，党团
活动遭到破坏，杨闇公等革命中坚人物
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加上四川共产主义
运动先驱王右木牺牲，成都党、团组织骤
然失去优秀的领导人，作为全省革命中
心的地位日渐丧失。同时，经团中央特
派员萧楚女对重庆团地委的整顿，重庆
成为了领导全川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

地处川东的中共重庆地委，为何能
领导全川革命工作干出新气象？

“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
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
不然谈不上革命。”杨闇公的深刻见解，
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干了许多大
事。”向秋月说，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展党
员、壮大和巩固组织。

当时重庆地区有党员19人，由团
员转为党员22人，整个四川地区党员
约70人。仅半年后，1926年8月，全川
党员人数增至120人。1926年9月，中
共中央评价“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
地……四川工作同志刻苦奋斗的精神，
更为别省所不及者”。至1927年3月，
全川已有400多名党员。

1926年春至1927年冬，在中共重
庆地委领导下，成都、内江、自流井、长寿
等10个特支，荣昌、南川等18个支部及
中共涪陵驻军支部相继建立。川渝地区

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
组织基础。

随着党员们投身到群众中去，四川
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6年4月1日，重庆各界妇女联
合会成立。4月8日，重庆学生联合会成
立，此后川渝地区有55个县成立县学
联，成为各地大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

1926年底，在中共重庆地委职工运
动委员会领导下，重庆市和成都市总工
会相继成立。重庆总工会喊出“以集中
更大的战斗力量，为贫苦工人的护符”的
口号，鲜明地表达工人阶级的真实意志。

1926年12月，中共重庆地委领导
党掌握的川军部队，发动了泸顺起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
敢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
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
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
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1927年春，川渝地区已有20多个
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达到3万多人。
綦江、南川、涪陵等地农民抗捐、减租斗
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并建立了农民武装，
成为当时四川农民运动最为发达的地
区。

然而，正当革命如火如荼之时，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勾结蒋
介石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武装残酷镇
压重庆各界人民群众在通远门打枪坝举
行的反帝爱国集会，造成300多人死亡，
重伤700至800人。4月1日，冉钧遭枪
杀。4月6日，杨闇公在经历严刑拷打
后，壮烈牺牲。自此，党在重庆的活动完
全转入地下。

“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了重庆这片
红色的土地。中共重庆地委的功绩，将
永留青史。”向秋月表示，中共重庆地委
为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和无
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
作之地。”这是1926年9月，
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委的
工作评价。当时，在中共重
庆地委的领导下，四川省的
党员数量在两个月之内增加
两倍，发展势头迅猛。

1926 年 1 月，重庆最早
的两个党支部——中共重庆
支部与中共綦江支部分别成
立。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
委正式成立，实现了对全川
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确立
起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的
中心地位，推动革命运动在
四川迅猛发展。

全川党的工作为何由中
共重庆地委领导？重庆最早
的党支部又是怎样在渝中和
綦江成立的？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探
寻。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位于渝中区人和街117号的中法学校旧址，是
一座浅黄色小楼。1926年1月，中共重庆支部在此
成立。

为何在此成立支部？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向秋月介绍，这与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的中法
学校有密切关系。

1925年8月，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吴
玉章来到重庆，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会同杨闇公、冉
钧、童庸生等人积极筹建中共地方党组织。

党组织建在哪里最合适？经反复商议，吴玉章
等人决定先筹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并作为马列主
义宣传和筹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阵地。

吴玉章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曾在北京开办
过留法预备学校。他和杨闇公等人在大溪沟选定
校址后，为避免新办学校立案的麻烦，即将学校命
名为“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因为校舍不大，先开
设初高中，所以被称为“中法学校”，吴玉章任校
长。

开学后，中法学校接收了因参加学运而被开除
的进步学生200余人。杨闇公亲自讲授政治、军事，
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讲经济学，杨伯恺讲授《共产主
义ABC》等课程。学校红色氛围浓厚，培养出杨尚
昆、罗瑞卿、任白戈、范长江、赵一曼、游曦等一大批
共产主义先驱和优秀的革命斗士。

1926年1月，中共重庆支部在中法学校成立，
为中共重庆地委诞生做好了组织准备。

同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在现綦江古南街道中
山路小学旁的邹进贤故居成立。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綦江
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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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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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介绍，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后，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党员干部，领导了“綦江米案”斗争，綦江逐
步发展成为当时四川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县份之
一。綦江地方党组织发展壮大，也推动了南川、江
津、巴县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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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最早的两个党支部
为何建立在渝中和綦江

□本报记者 申晓佳

3月1日，“重庆中法学校——中共重庆支部史
实陈列展览”开工，预计在4月前完工。

“4月底前，中共重庆地委旧址的展陈也会全面
升级。”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向秋月说，届时，
大家将看到更加鲜活、立体的红色记忆。

负责中共重庆支部史实陈列展览布展工作的筑
博文化负责人罗红梅介绍，展览将以“图文+场景复
原+多媒体”形式呈现，让参观者更好地理解那段历
史。

而重庆中法学校旧址所在地大溪沟街道，红色
记忆的传承更是浸润在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大溪沟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华庆介绍，2002
年，大溪沟街道就成立了协调理事会，吸纳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社会治理。2017年“升级”为片区党建联
席会，共有34家市级机关、央企、区级部门派出
机构和非公企业党组织参加。每年由社会单
位出资，帮扶100个困难对象。去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联席会齐心协力抗疫，成效明
显。

此外，大溪沟街道还建立了“党员自
主认领志愿服务岗位责任制”，党员可
按自身特长认领政策宣讲等 9 类岗
位。在街面上，总有一批党员全年无
休，早晚“扫街”两次，清理垃圾、开展
文明劝导等。

“我这一辈子就是脚踏实地做事
情，现在也一样。”曾荣获“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称号的退休党员田亚军是
志愿者之一，看似琐碎重复的志愿服
务内容，田亚军干得欢欢喜喜。

田亚军的照片，也出现在大溪
沟人和街社区居委会的人和街社区
离退休支部“微型陈列馆”中。这
里，陈列着社区离退休老党员们捐
献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奖励
证书等，旨在以身边的党员
模范事迹，影响和激励
广大群众，很受社区居
民欢迎。

中共重庆地委旧址、中法
学校旧址将重新布展开放

▲3月10日，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街70号，中共
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正在进行展陈升级。

▲1月27日，在綦江区古南街道中山路24号，邹
进贤故居原址修复完毕。

▲3月10日，位于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街70号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旧居。

▲3月10日，在位于渝中区人和街117号的中法
学校旧址，“重庆中法学校——中共重庆支部史实陈列
展览”正在布展。

中共重庆地委
旧址等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核心提示

▲1月27日，在綦江区古南街道中山路24号，邹进贤故居原址修复完毕，正式开放。1926年
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在此成立。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