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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枣庄市市中区的胜利路上，有一处建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的语录碑，是当时的枣庄城市标志性建筑。 “语
录”碑全部是集的毛主席的书法，遒劲而洒脱。其中西面
的那座语录碑面西的一面写的内容是：“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

当时在红四军一部分指战员中存在对于革命形势和前
途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的夜晚，天寒地冻，毛泽
东在上杭古田的协成店内伏案埋笔，在这里写下了一篇8
千多字的长篇信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篇通信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分析方
法，指出伴随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
间、帝国主义和本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中国各
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各派反动统治
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
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
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
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星火燎原”。

枣庄地区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人在此开采煤炭，特别是
从1878年集股兴建到上世纪初，枣庄中兴公司经过近30
年的发展，已成为名扬中外的大型民族煤炭企业。这不仅
没有让广大矿工的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反而由于煤炭经营
红火，财源茂盛，成为前期北洋军阀、后期国民党军政重
点争夺并严酷统治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
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7月，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
领导者罗章龙就来到枣庄、滕县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党刊

《向导》上著文，反映鲁南商贩抗税一事。
1923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专门对枣庄工运高度关注，

在第三届中央执委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劳动运动进行方
针决案》中明确指出：“山东坊子、淄川、峄县等处的矿

工运动，山东省同志应把它和津浦、胶济路工人运动同时
并重；……”

纪子瑞，1926年受中共山东地方执委派遣来到枣庄矿
区，纪子瑞到枣庄后，以在井下干小工为掩护，先后秘密
发展张福林、郭长清等 10多名工人入党，并建立了枣庄
矿区第一个党支部。到 12 月份，又秘密建立了工会组
织，当时参加工会的有50多人。从此，共产党人在枣庄
矿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封建把头对工人的控制，随时有性命危险的恶劣工作
环境，庞大的“护矿队”对工人多种形式的反抗进行镇压
以及军政反动势力内外勾结，驻兵压境，在矿区制造了革
命势力难以插足的白色恐怖地带。那时在枣庄矿区内活
动，不仅军警盘查严密，连外来人住旅店都要找熟人担
保。稍不留神，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在那样的残酷环境
下，建立矿区党组织是极为艰难和危险的革命任务。

1928年8月至1930年秋，又有山东省委薛文英，浙江
省委秘书长王贯三，嘉兴特支沈学谦、方淑昆、叶孝章，
中共北方局下属组织——国民党四十七军中共地下军委书
记杨重远，以及拓克宽、胡廷俊、吴岱峰等多人先后到枣
庄矿区从事党的恢复发展工作，均因白色恐怖异常严重，
无法开展工作而离去。1928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写给中
央的报告中指出：“以前丢掉或断绝关系的地方，为烟
台、德州、临枣（指临城、枣庄）……，已派人恢复了关
系，惟临枣派去人未至该地即被捕，至今尚押滕县。”可
见当年枣庄的白色恐怖多么严重，派人建党多么不易！

1930年冬，中共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到枣庄矿
区恢复建党。当时白色恐怖下的枣庄矿区处处充满了危
险，但是这两位年轻的书记，革命的理想信念非常坚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俩不仅成了熟练的矿工，而且和
工人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通过多方面做宣传教育工
作，启发矿工的阶级觉悟，在领导工人闹罢工、争“花

红”的运动中，被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先是许以高官厚
禄，继而又以死相威胁。他们大义凛然，毫不屈服，敌人
在无计可施之时，于1932年8月把他俩杀害于济南千佛山
下，时年田位东26岁，郑乃序25岁，两位青年党员为枣
庄矿区的建党工作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然而，枣庄矿区的建党活动就像扑不灭的火焰、割不
尽的野草，一个火种点燃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扑灭
的，在那充满白色恐怖的岁月和动荡的革命战争年代，建
党和入党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不但要面对无数的艰
难困苦，而且还要舍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然而，在那血
雨腥风的年代，仍有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冒着
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在枣庄矿区建党或加入到党的行
列。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执着而
坚定的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而表现出的坚忍意志和
牺牲精神， 必将燃起熊熊烈火，带领着广大产业工人，
迎来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坚持“攘外
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外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对内却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大肆逮捕和
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当时，反动军阀韩复榘将一个
团的兵力派驻枣庄，与当地的捕共队和矿警队一起，四处
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了整个枣
庄矿区。特别是田位东、郑乃序两位党的领导人壮烈牺牲
后，党和工会组织均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
相继被捕，罢工积极分子被解雇，生活更加痛苦不堪，工
人群众迫切希望找到党，依靠党，挺起腰杆，继续同反动
势力进行斗争。1932年10月，在中共山东省委连续几次
遭到破坏、建党工作限于瘫痪的情况下，与枣庄相邻的中
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到枣庄矿区恢复党组织。

郭子化来到枣庄以后，以行医作掩护，开展党组织的
恢复与重建工作成功的领导矿工争取花红斗争的胜利，他

到枣庄不久,周边山东、江苏中共党组织都遭到破坏。在
做好枣庄矿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的同时,肩负起恢复发展
原徐州特委辖区党的工作,先后恢复了沛县,铜山、邳县的
党组织。1935年初自发成立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
委,在微山湖上建立了红军游击队,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轰
轰烈烈武装斗争。1937年1月,郭子化去延安与党中央接上
了组织关系。中央肯定了特委的工作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特委发展的党组织分布于苏、鲁、豫、皖四省二十余
县(今30余县)。

到1937年底，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达到10000余
人，这些武装在阻击日寇入侵，配合正面战场国军保卫滕
县城、台儿庄大战发挥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到1938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完成历史使命时
中共党员达到2300余人。真正的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之势。其党的建设、工农运动、武装斗争和统战工
作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为开创山东、苏北、皖东北抗
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最终驱除日寇，争取民
族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写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后，毛泽东于
1930年1月7日，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顶着风雪，越过崎
岖山岭，胜利抵达武夷山下。登上武夷山巅，极目四望，
山前山后，红旗招展，战士意气风发的状态，与纷飞的大
雪，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图。毛泽东即景抒情，写下
了催人奋进的战斗词篇《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来源：微游枣庄

星星之火初燃枣庄大地

枣庄，是山东近代工业发端的三个基点之一，是山东
实现机器生产最早的地区，又是山东第一批产业工人最集
中的地域。早在一百年前，峄县中兴煤矿，就由官僚、地
主和商人集资办矿，购买了机器，最先采用了先进的机械
设备。大机器生产使这里的工人最易接受先进思想，革命
性最强、斗争最坚决。

从1926年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纪子瑞来枣庄，发动
工人建立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党派田位东、郑
乃序来枣庄领导和发动了“七月大罢工”。1932年郭子化
到枣庄，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也是
在1932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枣庄老街回族聚居区开展
工作，发展了一批回族党员。党在枣庄回族群众中扎下了
根，回族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枣庄回族人民都积极参加
和领导了罢工及武装斗争。

1932年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失败后，党和工会组
织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田位东、郑乃序惨遭杀害，骨干

分子大都被逮捕，白色恐怖笼罩枣庄。
1932年10月，徐州特委派郭子化同志，以行医作掩

护，来到枣庄。不久在回族居住的老枣庄街西门外鸡市口
租了两间草房，开设同春堂药店。郭子化同志尊重当地回
族风俗习惯，不吃猪肉，吃鸡也和回族一样到清真寺请阿
訇宰牲，看病不要钱，很快取得了回族的尊重和信任。他
的药店内，回族求医的、啦呱的、看报的、下棋的络绎不
绝。他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教育
了广大回族群众。得到回民们的保护和帮助，营造了一个
很好的生存环境。很快在回民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
织。

郭子化同志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主动地接触煤矿工人，
宣传教育、鼓舞工人，树立革命胜利信心，恢复和发展了一
批党员，在煤矿上建立了工人党支部，深得工人们的拥护。
1933年春，借里、外工分“花红”不公的机会，领导工人举行
了“五一”大罢工。这次罢工采取了保密，正确的斗争策略，

罢工取得了胜利。打破了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闷局
面，推动了革命工作的开展。在这次大罢工中，不少回族矿
工发挥了骨干作用。按照分工，李长庚、马文元、王宝增、王
宝亮、刘洪庆、李殿臣等分担了罢工筹备时期的组织宣传工
作。为这次罢工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郭子化同志立即着手进行党组
织的建设工作，正式成立了枣庄矿区党委。1935年，郭子
化发展了回族青年李微冬、金光庭、王寿山参加中国共产
党。10月，建立了枣庄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

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党员要职业化。除办好同春
堂药店外，李微冬、李绍九、邱焕文等人集资组办了药品
合作社 （设在南马道），回民李微冬任理事长。合作社是
党委秘密机关。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组织了医药公会。
李微冬还搞了一个健友医院。李微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1936年底，党建立了枣庄中心县委，李微冬同志任委员，
负责统战、宣传工作。他以“医药合作社”理事长、小学

教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李微冬
利用教师的身份，在中兴学校发展了不少学生党员，其中
1936年8月入党的回族学生张鸿仪就是发展的中兴学校职
业部的第一个学生党员。

1936年冬，发展了回族女党员李汝佩并建立了妇女支
部 ，李汝佩任书记，回族女党员金刚是组织委员。李微
冬还发展了回族党员李茂田、谷同昌、刘子平、李春和、
刘斌、金宝珍、李宗海、沙寿岭等10余人。

至抗日战争爆发，一大批回族群众走上抗日前线，不
少同志成为党的骨干，发挥了回族干部的积极作用。很多
有志回族青年张鸿仪、金宝珍、杨辛、金宝蕴、马东曙、
白新才、李宗海等先后参加了革命。1938年春，李微冬、
董鸣春在枣庄组织190余人的抗日武装，张福林组织200
余名工人，到山里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与日寇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来源:微游枣庄

枣庄回族人民的早期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
军阀混战，百姓惨遭蹂躏。1928年4月，国民党和奉系军
阀先后对中兴公司的资本家进行了盘剥，连年的战争致使
很多矿工失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
破坏，工会组织也受到了致命打击。

1928年7月11日，为了团结工人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枣庄矿区工会主席张福林根据枣庄矿区党支部书记纪子瑞
离开枣庄前的指示精神，很快成立了枣庄煤矿失业工会办
事处，有四千多失业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

枣庄特委成立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枣庄矿区工
整会对失业工会进行诱骗和血腥镇压，张福林等被捕，后
被释放，枣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从 1928 年到 1930 年，
枣庄党组织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期间，党中央和山东
省委高度重视枣庄工运工作，多次派人恢复枣庄党的工
作，由于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枣庄党组织始终无法
恢复，直到 1931 年 3 月 12 日，田位东和郑乃序的到来，
将新组建的中共枣庄特委设在齐村邱焕文家，并化名开展
工作成立枣庄矿区互济会。

田位东生于1906年，山东菏泽人，1927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长、中共枣庄特委书记

等职。1932 年 7 月领导了震惊全国的枣庄煤矿工人大罢
工，因叛徒出卖被捕，于同年 8 月在济南千佛山英勇就
义。

郑乃序生于1907年，湖北阳新县人，于1925年在学
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郑乃序作为武汉地区学生运
动负责人，领导学生运动被反动军警追捕，后和田位东到
枣庄工作，任枣庄特委副书记，领导矿区工人运动。1932
年8月和田位东一起济南千佛山被敌人杀害。

齐村镇历史文化展馆里陈列着一幅根据田位东和郑乃
序在齐村进步人士邱焕文家中商讨开展革命工作为题材所
创作的油画作品。

1931年，田位东化名田秀川，郑乃序化名陈明道到峄
县中兴煤矿齐家包工柜下井挖煤。为了便于工作，田位
东、郑乃序由齐村搬到枣庄矿区居住。他们在井下劳动中
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工人积极分子，先后介绍了20余名
工人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3月12日，枣庄特委成立，田
位东任书记，郑乃序任副书记，后成立枣庄矿区互济会，
田位东、郑乃序分别任正副主任，邱焕文、孙伯英、王子
刚、吴洪起等同志任委员，联络点设在邱焕文的家中。互
济会的主要任务是：救助贫困矿工家庭、掩护护送干部、

筹集资金，解决党的活动经费，负责营救被捕同志。枣庄
矿区互济会迅速发展壮大，力量不断加强。

分“花红”是峄县中兴煤矿公司每年从公司利润中提
出一分部分配给劳工的福利待遇。1932年年初，中兴公司
为“里工”每人增加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红利，“外工”仍
然没分到，引起了外工的强烈不满，议论纷纷。

1932年7月的一天，烈日当空，峄县中兴煤矿公司的
数千名矿工在光明路街道十里泉村集会，枣庄特委书记田
位东冒着酷暑，慷慨激昂地指出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多
年不分给外工花红等种种事实，提出了取消包工制、里外
工平等待遇的主张，全场工人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
矿工争取“花红”的大罢工，由此开始。

针对此次分“花红”大罢工，枣庄特委研究部署了具体
行动方案，扩大宣传，广造舆论，在工人群众中掀起了人人
争红利，个个闹花红的高潮。布置了每个党员和积极分子
团结三个到五个群众，写传单，散发到矿工家中。在组织
上，工人中组织了十七个行动小组，工人家属也都组织起
来，成立了家属纠察队，工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罢工条件
已经成熟。

7月12日，工人们纷纷走上中兴公司的广场进行示威

游行，强烈要求资本家分花红，工人纠察队到处宣传动员矿
工们为争取分“花红”，提高职工待遇，积极参加大罢工。

田位东和郑乃序以为“外工”争取分“花红”的待遇领导
了十里泉和窑神庙两次大罢工，后来称之为“七月大罢工”，
由于叛徒的出卖，两次罢工都失败了，田位东和郑乃序被
捕。面对反动派的二次审讯和诱惑，以及严刑拷打，他们不
畏强暴，据理反驳，表现了威武不屈、志坚如钢的革命精神。

1932年8月，田位东、郑乃序被场押赴刑场，途经国民
党山东省政府门前时，怀着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向围观群众
讲演达半小时之久。

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刑场上，田位东、郑乃序昂然
挺立、气壮山河，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济南
千佛山下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就义之时，田位东26岁、
郑乃序25岁。

火红的青春在黑暗中绽放光芒。两位年轻的革命战士
把革命的火种和鲜血播洒在枣庄这片热土上，如今，一代
一代的年轻人追随着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领路人——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像田位东和郑乃序一样勇敢拼搏，砥
砺前行，青春之气当万古长存。

来源:市中电视台《生活全接触》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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