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

年

5

月

30

日， 上海发生

“五卅” 惨案。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

下，“五卅”运动的怒火很快燃遍全

国各地， 也燃烧到焦作这个煤城。

胸中早已压抑着反帝怒火的焦作

煤矿工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

行了长达

8

个月之久的反帝大罢

工，并取得了彻底胜利。

这次大罢工，首先从英福公司

的华人夫役开始。之前

,

共产党人罗

思危等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

作

,

团结了一大批革命积极分子

,

并

于

7

月

5

日晚在扶伦小学召开各

界积极分子会议

,

决定实行总罢工。

6

日晨， 福公司英人家庭厨司、夫

役、翻译等共

200

余人 ，愤然从英

人住处离去，宣布罢工。 “英人愿加

3

倍工资亦无一留者”。同时，厨司、

夫役罢工纠察团成立，共

60

余人，

在冯金堂、崔长永带领下 ，上街维

持秩序，不准为英人购买食品。 怀

庆府各界援助沪案联合会亦给北

京《晨报》发电，恳请筹巨款接济焦

作工人。 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见于

报端。

7

月

7

日下午，焦作各商店、各

小学学生及附近数十村农民约

2000

人，齐聚焦作中山公园（现贸

易大厦处）召开罢工大会。 “京汴各

学校代表，沁阳、修武等学界、商界

代表均来参加”。 会上，各界、各地

代表发表演说，愤怒声讨英日帝国

主义在华的血腥罪行，声援上海人

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大会决定：电

请京汴各处援助；演剧募捐 ；请李

封店煤矿工人一致罢工。

7

月

8

日， 在焦英人除少数要

员办理交涉外，大部分陆续离焦赴

京。

7

月

10

日凌晨， 锅炉熄火，矿

车停转，工人上街 ，福公司主要采

煤区李封、王封矿陷于瘫痪。同时，

李封矿、 王封矿所在区域商人罢

市、学生罢课。接着，罗思危召开罢

工誓师大会，成立了有

100

余名优

秀工人参加的煤矿工人纠察团，集

体住宿，每天操练，巡逻放哨。

7

月

12

日，以焦作煤矿工会的名义，补

发《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 《焦

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以快邮代电

的形式飞向全国，北京《晨报 》，上

海《民国日报》、《新闻报》、《申报》，

天津、长沙的《大公报》等，都在显

著位置刊登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

言。全国各地群众团体纷纷声援和

资助。 全国铁路总工会于

7

月

21

日通电全国，呼吁援助焦作工人。

7

月底

8

月初， 焦作厨司工会

和煤矿工会成立。

8

月下旬，为保证

罢工的顺利进行，中共焦作特别干

事会组织了两支煤矿工人罢工宣

传队，分赴豫北和黄河以南宣传募

捐。

大罢工坚持到第七个月，福公

司经济上已经受到严重损失。 急于

谈判复工。 同时，在英、日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奉直联合反对冯玉祥的

国民军，吴佩孚已进军河南 ，可能

再度统治中原。 为了在形势恶化之

前尽量迫使福公司多答应些条件，

罢工工人亦准备恢复谈判。

1926

年

2

月

24

日， 复工谈判

在焦作道清铁路局大楼重新开始。

会议由冉延宾主持。 参加的资方代

表为堪锐克、谢来斯；工人代表为

吴光荣、郑长顺、郑玉山、王电生、

穆祥顺等。

经过

7

天的激烈斗争，于

3

月

2

日，由英福公司、福公司工人代表

和中国的官方代表及各自的见证

人，在焦作煤矿工会

1925

年

10

月

22

日发表的《焦作煤矿工会复工条

件》（二十二条）的基础上，签订了

《一九二六年工人复工条款合同》。

共产党员吴光荣代表福公司罢工

工人在合同上签了字。

1926

年

3

月

6

日。 碧空如洗，

风和日丽。 焦作矿区沉浸在节日的

气氛里。

福公司的

1

万多名工人喜气

洋洋， 个个手持着三角彩色纸旗，

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阶

级万岁！ ”、“罢工胜利万岁！ ”等口

号；敲着锣鼓，放着鞭炮，举行了盛

大的庆祝游行。

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取得成

功

,

中共河南党史专题资料丛书《焦

作星火》 中这样分析其主要原因：

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二

是高举了反帝的大旗

,

三是结成了

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

,

四是得到了

全国人民的支持。

历史

影像

[1925

年

]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将焦

作煤矿罢工列为全国几次著名罢工之一， 并热情称赞焦作等

地的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

[1926

年

]

3

月上旬，国民军第二军败退西北，直系军阀吴佩孚重返

河南。 吴部杜汉三师进驻焦作地区。 杜公开取缔国民党党部，

解散煤矿、铁路工会及农协组织，禁止学运，焦作党组织转入

秘密状态。

4

月，中共焦作地委为培养农运干部，派共产党员关永福

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

年

]

1

月，由上海返乡的孟县（现孟州市）籍共产党员刘锡五

联络进步青年马启明、马维俊等，以孟县庙底为中心，发动了

有数千名农民参加的大规模抗捐税斗争。

2

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进入焦作地区。 英商福公司外

籍职员撤往天津。 煤矿停产，后大部分矿井被淹。 工人被大批

解雇，仅余勤杂人员

100

余人。 焦作煤矿工会恢复，朱钧臣任

会长，荣学文、刘克生、许继伦、秦化甫任副会长。

5

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战争。 冯玉祥率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由陕入豫同奉军作战。

6

月

2

日，在郑

州与武汉北伐军会师。

6

月至

7

月初，冯部吉鸿昌师、梁冠英

师等进入焦作地区，奉军溃败。

焦作

党史

大事记

焦作

记忆

时代

人物

潮起

怀川

第一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

年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

海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上图）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

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图）举行。 李达、李汉俊、张

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

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

13

人出席会议，代表着全国

50

多名

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大会确定党的

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

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

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一大正式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

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

阶级的政党。

下图为上海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纪念馆参观。

(

新华社发）

近代民族工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 言 实习生 赵梦婕 栗 康

在英帝国主义入侵焦作前，

焦作的采煤工业已具备一定的规

模。 随着英帝国主义的入侵，焦作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民族工业也在外资企业的刺激下

开始发展，主要集中在采煤业，先

后建立了中州、豫泰、明德等煤矿

公司，但规模不大。 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

无暇东顾，河南人民提出了“设厂

自救”的口号，民族工业进一步发

展，焦作出现了纱厂、陶瓷厂、清化

实业公司等企业。

1914

年，中州、

豫泰、 明德三公司为与福公司抗

衡， 联合成立了中原煤矿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拥有资金

300

万元，成为焦作最大的民族工

业。同年，纺织工业方兴未艾，武陟

县布商鲁连城在木栾店购地

100

亩，修建厂房，与上海英商慎昌洋

行签订购买

2880

枚纱锭的全套

设备和两台

160

马力蒸汽引擎机

合同，从上海招聘

32

名技术工人，

于

1919

年冬开工生产。 武陟成兴

纱厂拥有资本白银

80

万两、工人

150

名，日产

16

支纱

500

余公斤，

是当时河南省较大型的纱织企

业。 但是，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的

排挤、 限制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

压迫剥削下，发展十分缓慢。

工人阶级成长

本报记者 王 言 实习生 赵梦婕 栗 康

焦作的工人阶级最早诞生在

英商福公司企业中。 英帝国主义

1898

年取得“修武县焦作一处，东

西

9

华里，南北

6

华里”的开采凭

单 ，

1903

年福公司雇佣中国工人

达

3000

名。 随着福公司投资的增

多，工人队伍不断增加，

1913

年达

到

8400

人， 采煤最旺时达到

9000

人 。 道清铁路工人

1914

年达到

1014

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

着民族工业的发展， 焦作中原公

司、武陟成兴纱厂、清化瓷业厂、缸

窑厂共拥有工人

3400

余人。 在焦

作共产党组织成立前，焦作产业工

人达到

1.3

万人。 焦作工人阶级成

为焦作地区一支革命的新兴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

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

级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劳动时间

长，工资报酬少。 特别是煤矿工人

最苦。

1925

年焦作煤矿工人罢工

宣言记载，焦作采煤工人备受英国

资本家压迫和虐待，尤其是下井采

煤工人每天工作在

12

小时以上，

一月工资仅制钱四五百文。尤其可

恶的是包工制，工人在矿洞里犹如

在地狱，稍有懈怠，工头就毒打，工

资被克扣，实在苦不堪言。 “吃的是

阳间饭，干的是阴曹活”，生命安全

毫无保障，工人毫无政治权利。 这

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

各民族中也是少见的。

焦作工人阶级和全国工人阶

级一样，斗争性很强，一开始，就把

矛头指向英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迅

速壮大，焦作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

大的发展，他们从外地和实际斗争

中学会了运用罢工的武器。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前，焦作煤矿工人曾

举行过两次罢工。

1922

年中国共

产党派人在焦作工人中开展活动，

焦作工人阶级才建立了自己的组

织， 开始了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逐

步由失败走向胜利。

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

本报记者 王 言 胡培军 实习生 赵梦婕 徐金华

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旧址。 位于民主路中段东侧

７０

米处的河南理工大学老校区院内，原为英福

公司工程技术人员住宅，后因在此房内领导发起声援上海“五卅”爱国主义运动的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并

取得最后胜利，解放后定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旧址。

（本报资料照片）

湖南株洲人，

1894

年

10

月

9

日生。

因家贫无以聊生，

13

岁到安源路矿总公

事房听差。

1923

年初，李立三、刘少奇到

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开办补习夜校，刘昌炎在这所学

校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学习了文化知

识。 同年

7

月入党。

1925

年

6

月中旬，刘

昌炎受豫陕地区党的负责人王若飞委派

到焦作帮助恢复道清铁路工会，领导工人

运动。 刘昌炎来到焦作后，同先后到达焦

作的共产党员罗思危等人，依靠地下党员

和进步青年，组织领导了历时

8

个多月的

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

7

月下旬，在罢工

中，第一个焦作党支部诞生，刘昌炎任委

员。

10

月上旬，豫陕区委成立后，焦作党

组织不断壮大，焦作党支部改为中共焦作

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工委），刘昌炎任书

记。

11

月，刘昌炎调离焦作。

1927

年

7

月，

刘昌炎在沪溪苦竹山被地主武装逮捕，惨

遭杀害

,

时年

33

岁。

刘昌炎

1905

年福公司矿厂奠基石。 （本报资料照片）

1909

年英国在焦作成立焦作路矿学堂，现为河南理工大学。 （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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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

日 星期五

在五四运动中， 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

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刊物，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毛泽东

1919

年在湖南领导革命运动时主编的刊物———“湘江评论”， 对当时湖

南及华南各省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新华社发

)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

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920

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

传播者陈独秀（左图）、李大钊（右图）分别在上海、北京创建了共

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

等地也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

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

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