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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被称为“火车唤醒的城市”，这座

与铁路密不可分的城市，正是京汉铁路大

罢工的策源地之一，素有“二七”名城的称

号。在这里，孕育出了中国工人斗争史上宝

贵的精神财富——二七精神。

二七精神是郑州这座城市的灵魂，是

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随着时代的发展，二

七精神不断汇入新的历史内涵，成为一代

又一代人的记忆。

已经从铁路系统退休的林耀武，现在

还时常会想起祖父林祥谦。在祖母陈桂贞

给他刻画的记忆里，祖父林祥谦是一位维

护真理、献身工运的烈士。林祥谦是福建闽

侯人，幼时就对欺压贫苦百姓的地主阶级

深恶痛绝。经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培

养 ，林 祥 谦 于 1922 年 夏 天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他开始对全国劳苦大众的苦难及其根

源，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所肩负的伟大

历史使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922 年 年 底 京 汉 铁 路 江 岸 分 工 会 成

立，林祥谦被选为委员长。京汉铁路大罢工

中，他在同反动军警搏斗中被捕，被绑在站

台东侧的一根电线杆上。时值农历腊月廿

二晚上，天昏地暗，寒风刺骨。陈桂贞闻讯

跌跌撞撞地赶到丈夫面前，声嘶力竭喊道：

“祥谦，祥谦！有什么交代？”早已将生死置

之度外的林祥谦，听到怀有身孕的妻子的

呼唤声，焦急地对她喊道：“你不要管我，赶

快回去照顾孩子要紧！”

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用刀逼迫林祥谦

下复工令。面对敌人的威胁和残害，即使双

肩被砍了数刀，血流如注，他仍然不肯下令

复工，“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

可流，工不可复！”昏死又醒过来后，敌人再

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

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

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

们 这 帮 军 阀 手 里 了！”最 终 林 祥 谦 英 勇 就

义，年仅 31 岁。

“ 我 不 怕 人 ，不 怕 事 ，不 怕 死 ，堂 堂 做

人，反对强暴，你们杀得了一个施洋，杀不

了千千万万伟大的民众。”施琳波曾撰文追

忆自己的外祖父施洋。在她的回忆中，施洋

从小学习刻苦，凭借着自己的才学成为武

汉法学界的一名新秀，有“劳工律师”之称。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便将整个身心投入

到中国革命事业中，积极组织并领导武汉

数十次工人运动和京汉铁路大罢工。施洋

在狱中坚持与封建军阀作斗争，身中数弹

时仍然高呼“劳工万岁”，牺牲时年仅 34岁。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2 月 7
日，两万多名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

压罢工工人，在这次惨案中，前后牺牲 52
人，受伤 300 余人，被捕入狱 40 余人，被开

除而流亡 1000 余人。

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三处处长朱

建新告诉记者，二七惨案中殉难的共产党

员林祥谦、施洋当属中国共产党的首批烈

士，而较早英勇就义的林祥谦则是目前经

考证可以认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壮烈牺

牲的第一位烈士 。2009 年，林祥谦和施洋

均 荣 膺“100 位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作 出 突 出 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郑州分工

会委员长高斌被逮捕，敌人软硬兼施未能奏

效。出狱后，他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给妻女

一张血染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高斌在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期临近时拍的，既是为

了纪念大会即将成立，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

一个念想。“那是多亲，多爱的人啊！说走就走

了。”高玉霞生前在回忆父亲遇害时潸然泪

下。1975 年，高玉霞将这张仅存的父亲遗照

郑重地捐献给了二七纪念馆。

“ 性 格 豪 爽 富 胆 识 ，深 得 工 人 群 众 信

仰。”这是二七烈士司文德墓碑上所刻的一

句话。缘于家庭的烙印，从司斌克记事起，

“二七”两个字就萦绕在他的身边。司斌克

撰文怀念祖父司文德时写道：“怀念烈士，

我更怀念当年他们为争人权、争自由，用鲜

血书写‘劳工神圣’的伟大信仰和‘舍生不

怕死，正义永斗争’的精神。”

“有信仰，扬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

爱心，乐助人。”林耀武表示，林祥谦烈士的

后人已将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训，

并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子女，影响他人。

如今的郑州二七纪念馆不仅是国家六

部门联合命名的“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是国家文物局命名的“优秀社会

主义教育基地”，是河南省六部门联合命名

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还是“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据郑州二七纪念馆

办公室副主任李芳峰介绍，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曾先后有 1000
多 个 省 级 和 市 级 的 团 队 来 纪 念 馆 参 观 学

习，每年前来参观学习的均有数十万人次。

河南某大学女生小赵说，在参观前只知

道二七纪念塔是郑州的重要地标，并不清楚

它的来历。在了解到二七大罢工的历史后，

她觉得自己对郑州的归属感更强烈了：“郑

州越来越繁华，地标也逐渐在增多，玉米楼、

福塔等都是现在很著名的建筑。但在我心

中，二七纪念塔和它们还是不太一样的。”

郑州二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庞倩

华经常为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做二七精神报

告会。有一次，一位青年党员干部在会后与

庞倩华深入探讨“到底是谁走向主席台宣

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问题，这让庞倩

华欣慰：自己的工作并不是“无用功”。

郑 州 二 七 纪 念 馆 作 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在 树 立 青 少 年 人 生 观、价 值 观 方 面

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伟

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二七精神同样也对

党员干部们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河南省

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曾表示，二七

精神要成为推动郑州各项工作的强大精神

力量。

作为二七精神的发源地、全国唯一以

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命名的城区，郑州市二

七区自带红色基因，也更多了一份传承和

弘 扬 二 七 精 神 的 使 命 和 自 觉 。2019 年 以

来，二七区组织专家深入挖掘二七精神内

涵，提炼出了“坚定信仰、忠诚为民、敢于斗

争、勇于担当”这一新时代二七精神内涵。

“ 现 在 的 二 七 精 神 ，它 可 以 是 不 怕 吃

苦，拼搏刻苦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态度；可

以是团结众人，嫉恶如仇的品德；可以是勇

于奋斗，战胜困难的勇气；可以是坚定信念

初心，勇于奉献的品质等。”二七纪念馆馆

长张江山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七精神

的内涵也需要被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但是，

无论二七精神的内涵怎么变化，“听党话，

跟党走”的核心思想是不会改变的。

英雄的鲜血和身躯铸成的时代，谱写

出 一 首 唱 不 完 的 壮 烈 颂 歌 。张 江 山 认 为 ，

每 一 代 人 有 每 一

代 人 的 二 七 精 神

和 二 七 记 忆 ，二 七

精 神 不 仅 是 郑 州

的、河南的，更是全

党的、全国的，传承

和 弘 扬 新 时 代 的

二 七 精 神 对 每 一

个 中 国 青 年 来 说

都责无旁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付留慧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二七纪

念塔内，珍藏有一张血染的照片，这是京

汉铁路总工会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烈士

仅存的遗照。

1923 年 2 月 5 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被逮捕，敌人对

其软硬兼施未能奏效。出狱不久他便离开

人世，只留给妻女一张血染的照片。这张

照片是高斌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

期临近时拍的，既是为了纪念大会即将成

立，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念想。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夕，工会为了

统一时间，给每一个人都发了一块怀表，我

父亲觉得要纪念一下这个时刻，于是就拍

了 这 张 照 片 。”高 斌 之 女 高 玉 霞 生 前 接 受

郑州二七纪念馆工作人员访谈时这样说。

“会期临近，父亲高斌感到这是他一

生中最隆重而难忘的时刻，他头戴浅烟色

毡礼帽，上身穿着中式黑粗布棉袄，下身

穿着黑粗布棉裤，裤脚扎着腿带，脚蹬圆

口黑粗布鞋，左手叉腰，右手握着布伞，

怀表链垂在胸前，剑眉稍扬，来到照相馆

摄影留念，这是他一生留给后人的唯一的

遗照。”高玉霞生前撰文写道。

京汉铁路总工会原定于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当时最大的戏园“普乐园”举行成

立大会。曾经通电“保护劳动”的军阀吴佩

孚竟下令军方“制止开会”。2 月 1 日，高斌

首先率队冲破敌人封锁，冲进“普乐园”，跃

上主席台大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2 月 4 日 9 时 ，高 斌 按 照 总 工 会 的 指

示，下达了总罢工命令。2 月 5 日军阀逮捕

高斌，逼其下复工令，遭到高斌断然拒绝，

最后他被迫害致死，时年 30 岁。高斌临终

前将妻子高氏叫到床前，交给她一张带血

的照片，要她一定将自己在总工会成立大

会前夕的这张照片保存好，以昭示后人继

承自己的遗志将斗争进行到底。

1942 年 ， 天 灾 人 祸 ， 干 旱 蝗 灾 ， 高

斌妻子带女儿高玉霞逃荒来到河南密县少

沟一带。母亲病倒了，临终前，从其棉袄

中取出高斌这张唯一的照片，向女儿高玉

霞讲述了照片的来历和高斌参加二七大罢

工的事迹。

母亲将这张照片缝进了高玉霞的棉袄

里，嘱咐女儿要保存好父亲的遗像，永志

不 忘。 并 叮 咛 道 ：“ 要 保 管 好 这 张 照 片 ，

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失它。”

“文革”期间，红卫兵搜家，从高玉

霞的陪嫁箱子里搜出了这张照片，他们猜

疑，一个工人家庭里怎么会有这张头戴礼

帽胸前挂怀表的人物？肯定是反革命特务

头子，不由分说，将高玉霞的丈夫带到单

位保卫科交代问题。

1975 年 春 ， 郑 州 二 七 纪 念 塔 管 理 处

两位工作人员来到高玉霞家里收集二七烈

士的遗物，高玉霞将这张仅存的父亲遗照

郑重地捐献给了二七纪念馆。

如今，郑州二七纪念馆在展厅内专门

为高斌烈士塑造了雕像，高斌仅存的遗照

也成为郑州二七纪念馆的重要珍藏之一。

“ 昭 示 后 人 们 继

承 和 发 扬 二 七

革 命 传 统 ，不 要

忘 记 京 汉 铁 路

工 人 二 七 大 罢

工 的 英 雄 事 迹

和 牺 牲 的 二 七

烈 士 ！”高 玉 霞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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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精神”注入新时代内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姚敏霞

（上接 3 版）
《合 作 社 招 股 简 章》中 就 有 股 票 认 购

相关规定：每股洋五角，共招两万股；凡工

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 9 元以下者，劝认一

股；9 元以上者，劝认两股；多认者听便。

股 票 认 购 既 讲 效 率 更 讲 公 平 。“ 月 工

资大于 10 元的最多只能认购 6 股，月工资

在 10 元以内的可以认购 4 股，之间只差了

两股 。”黄仂介绍，工人集股后，每人发放

一张购物证，凭证到商店可买便宜东西，

如果没有凭证，价钱和市面上一样。

黄 仂 说 ，“ 消 费 合 作 社 不 以 盈 利 为 目

的，它的建立和营作，既减轻了工人的经

济生活压力，有利地团结工人，又培养了

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优秀干部。

工运期间的廉政建设实践

萍乡市安源区牛角坡 52 号是安源路

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的旧址。1922 年 5 月 1
日，300 多名俱乐部部员在这里隆重集会，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向社会各界宣

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

部”）正式成立。

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迅速壮大，成员

从 700 多人增长到 1.3 万多人，并在湘东、株

洲、醴陵、紫家冲设立了 4 个分部。除了安源

路矿当局每月支付给俱乐部的津贴费，成

员上缴的部员费也急剧增加，加上，安源路

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等内部机构的相继设

立，俱乐部常设办事机构主任团的权力越

来越大。一段时间里，工人干部官僚习气渐

盛，导致管理失职，内部出现腐化现象。

安 源 路 矿 工 人 消 费 合 作 社 和 俱 乐 部

会 计 股 当 时 是 贪 腐 问 题 的 重 灾 区 。合 作

社没有统一的账本，导致管理混乱、账目

不 清 ，以 至 于 服 物 股 经 理 陈 梅 生 贪 污 千

余元公款，从总经理至职员都毫无察觉。

1924 年 5 月 14 日 的《安 源 地 方 报 告》

中 曾 对 合 作 社 服 物 股 经 理 陈 梅 生 贪 污 公

款一事进行点名 。认为这是“ 合作社最大

的错误 ”。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和代表也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挤占公款、借款不还、

拖欠公款等问题。

于是俱乐部在刘少奇 、李立三、毛泽

民、朱少连的领导和主持下，从 1923 年 7 月

至 1924 年年底, 集中开展了整顿作风与惩

处腐败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

这项工作首先是从“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开始的。只讲问题、短处，不讲优点、

长处是第一原则。

刘少奇首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

器, 对自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他

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

文中详细记录了自我批评的内容，“做事精

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对工友的交际和谈

说，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

自 我 亮 剑 后 ，刘 少 奇 还 对 主 任 团 主

要 负 责 人 李 立 三 、朱 少 连 、余 江 涛 、陆 沉

等存在的问题逐个进行尖锐的批评 。“ 整

个 过 程 火 药 味 十 足 ，让 人 红 脸 出 汗 。”黄

仂指出，“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史可

查的最早召开的组织生活会”。

俱乐部的制度建设也提上日程。俱乐

部充实和完善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

章》，并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

细则》，出台了中共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

第一份反腐肃贪文件《安源路矿工人消费

合作社办事公约》。

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将内部各股改

为委员会，对重大事项实行专题报告制，

建造讲演厅时，成立了建筑委员会，建筑

委 员 会 须 定 期 向 俱 乐 部 主 任 团 汇 报 工 程

经费开支方面的情况。对财务状况实行公

开制度，每项收支情况由经济委员会写出

报告，并向最高代表大会汇报。

针对“问题”最多的消费合作社，毛泽

民领导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办事公约》。公约对进货、定价、来客接待、

员 工 聘 用 等 问 题 都 有 细 致 规 定 ，如 规 定

“ 各股经理有管理各股营业全权，但进货

及定价须先与总经理商妥办理 。”对营业

员的聘用，规定“须有二人负责之介绍信，

并须得到俱乐部主任团之同意，经二月之

试验合格，始得正式聘请 ；辞去时亦须得

主任团之同意。”对合作社的来客接待，规

定分公私两类，在住宿天数、用餐审批、接

待方式等方面作出具体明了的规定。

“ 安 源 路 矿 工 运 期 间 的 廉 政 建 设 实

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史先

河，这也正说明了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就是

和腐败水火不相容的。”黄仂说。

一张血染的珍贵照片

郑州二七纪念馆内，京汉铁路总工会

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烈士仅存的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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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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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精神”注入新时代内涵

扫一扫 看视频

2014 年 4 月 6 日，观众在郑州二七塔纪念馆里参观。清明小长假期间，人们来到郑州二七纪念馆，缅怀先烈，重温革命传统，感受红色精神。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