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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天津地

下党组织发展迅速，他们在学校、
铁路、电信、纺织等校厂企业和药

行、码头、脚行等服务行业都建立

了自己的秘密组织， 把大批青年

学 生 和 工 人 团 结 在 自 己 的 周 围。
当时党在各行业建立了几十个支

部，共有党员约1000多人。
1948年10月，党在天津成立了

“平 津 工 作 委 员 会”下 属 的“天 津

工 作 委 员 会”，黎 智 任 书 记，委 员

是李之楠、魏克、沈学林、王文化。
同年11月天津工作委员会归中共

中 央 华 北 局 城 工 部 统 一 领 导，并

成立了 “迎接天津解放运动委员

会”，具体负责天津解放的各项事

宜。
12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

工部发出了 《关于平津地下党组

织在解放与接管城市中应做的工

作指示》，指示要求地下党员要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保护好

城市，以保证顺利接管城市，恢复

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

心，稳定情绪。 这个指示的提出为

天津地下党组织确立了今后工作

的方向和目标。 下面将结合史实，
从深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 开展

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搜集军

事情报、设立地下交通站，护送相

关 人 员 安 抵 解 放 区 四 个 方 面，再

现当时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天津解

放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一、深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

政府，为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不

惜 出 卖 国 家 主 权 和 民 族 利 益，美

国货充斥市场， 阻碍了民族资本

的发展。 对内横征暴敛， 巧取豪

夺，苛 捐 杂 税，名 目 繁 多，不 择 手

段地压榨人民，聚敛财富，滥发纸

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等等，使社

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各阶层广

大群众， 包括上层民族资产阶级

和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对其统治丧

失信心。 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加紧

镇压群众，一方面做南迁准备，企

图摧毁天津这座城市的工业和经

济， 他们不仅要把重要工厂的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和 大 型 机 器 设 备 南

迁，同时还利诱南开大学、北洋大

学的主要教授、教师也进行南迁。
天津地下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下，积极开展护厂、护校反

南迁的斗争， 宣传我们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 并广泛团结各阶层群

众作了大量的工作， 最终保证了

天津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手

中， 对天津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1、关于护厂工作。
①利用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企

业领导开展护厂工作， 保证了城

市基础设施免遭破坏。
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王文化

等人通过关系找到了电力局长顾

敬增、 电信局长黄如祖和自来水

公司的总经理， 向他们交待了当

前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 这几位

负 责 人 有 的 在 国 民 党 中 地 位 较

高，有的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因为

平日里思想比较进步， 又看到国

民党时日无多， 基本上都赞同我

党的主张， 并表示会尽己所能保

护 好 天 津 的 各 项 基 础 设 施 的 安

全。 在他们的帮助下，广大人民群

众在天津解放后极短的时间内就

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

序。
②利用工人阶级中的地下党

员开展护厂工作， 保障了解放后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天津工委在做好工厂上层领

导护厂工作的同时， 也发动工人

天津地下党组织
在天津解放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潘姣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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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下党员， 让他们积极宣传

我党政策，稳定群众情绪，告诉他

们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工厂， 如果

工厂被破坏， 解放后工人们就要

面临失业的危险。 工人们渐渐明

白了自己今后的利益是和保护好

工厂密切相关的， 于是他们在工

厂里自发成立了护厂队、 纠察队

等等群众组织。
其中， 灰堆造纸厂由上千名

职工和家属组成的护厂队， 在天

津战役期间， 连续扑灭了国民党

炮弹引起的五次大火， 并冒着生

命 危 险 保 护 锅 炉 免 受 炮 火 引 爆，
彻底粉碎了陈长捷要炸平纸厂的

阴谋， 保证了解放后的正常纸张

供应。
天津电信局的地下党员崔思

九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了国民党要

求 强 制 南 迁 的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名

单，并按名单一一进行了说服，告

诉他们共产党的政策， 希望他们

能 在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有 所 作 为，
为 新 天 津 的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如果不南迁的话我地下党组

织 会 派 人 保 护 他 们 的 人 身 安 全。
这 些 人 员 解 除 了 心 中 的 疑 虑，最

终全部留了下来，无一人南迁。 保

证了天津解放时电话、 电讯等通

迅手段的畅通。
2、关于护校工作。
①通过思想进步的教授来做

学校的反南迁工作， 保证了学生

的正常学习生活。
1948年11月，北洋大学内国民

党和三青团的破坏分子利用该校

南方同学多的特点， 制造了南迁

的舆论， 一时间使得北洋大学的

南迁主张充斥校园。 天津地下党

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发动

进 步 学 生 和 党 的 外 围 组 织 成 员，
利用“东北学生入关后，受到流亡

之苦”的事实，来说服他们不能南

迁。 同时还邀请北洋大学物理系

主任张国藩教授， 通过班会的形

式告诉学生们在目前的战争形势

下 迁 校 势 必 会 导 致 人 员 流 散，仪

器丢失的后果， 所以南迁绝对是

一种破坏学校的行为。
12月， 国民党教育部又给南

大 部 分 教 授 提 供 免 费 机 票 南 迁，
天津工委负责人黎智和魏克找到

了南大教授会负责人吴大任教授

等人，希望他们能够抵制南迁，保

护学校， 保证天津解放后学生们

正常的学习生活。 他们基本赞同

我党主张，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
与学生们一起同甘共苦， 留在天

津，迎接解放。 各大院校在我地下

党领导下，不畏强权，不为利益所

动，紧密团结，最终取得了反南迁

的胜利。
②利用进步学生开展护校工

作，使学校免受战火之灾。
12月底， 国民党又企图利用

南开大学东院当兵营， 天津地下

党组织闻讯立即组织300名学生在

校 门 口 摆 起 了 桌 椅 板 凳 阻 止 进

驻。 不仅如此，还让学生们给士兵

端茶倒水进行慰问， 士兵们很受

感动，和学生打成一片，国民党军

官 见 势 不 妙 立 即 组 织 士 兵 撤 退。
我地下党组织巧妙的计策不仅避

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并且很好地

保护了学校。

二、开展统一战线，分化瓦解

敌人

打消民族资产阶级南迁的念

头，使他们稳定下来，并且政治上

向我党靠拢是关系到解放后天津

恢复生产， 保证安定的一项重要

工作。 天津地下党组织对这些民

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等做

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比如前面提

到的护厂护校斗争之所以取得胜

利，除了依靠广大工人和学生外，
各工厂的领导以及各大学的教授

们 也 发 挥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这

些其实都是和我们统战工作分不

开的。 天津地下党组织也是本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精

神， 在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信任的

基础上， 又通过他们做了天津市

政 府 几 位 高 层 领 导 的 劝 降 工 作。
虽然最终没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

天津， 但是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

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顽

固分子，动摇了他们的斗志，为天

津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宣传党

的统战政策， 团结了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
天津地下党工委负责人王文

化首先找到了在天津的民族资产

阶级中占居领导地位， 同时也持

反战主张的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

烛 尘 和 启 新 洋 灰 公 司 经 理 周 叔

弢， 他们二人深知国民党大势已

去，企业南迁也不会有任何转机，
但又怕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对他们

不利。 正当他们踌躇恐慌的时候，
王文化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统

战政策， 解释了我党今后的城市

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是“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还特别强调了我们对民族工商业

今后不但要保护， 还要大力支持

和发展， 并动员他们保护好自己

的企业， 尽可能地减少战争给天

津这所工业城市带来的破坏。
两人解开了思想包袱， 并在

同 行 中 大 力 宣 传 我 党 城 市 政 策，
同时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南迁

的实际困难， 最终阻止了企业的

南迁。
②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宣

传统战政策，瓦解了敌军军心。
天 津 地 下 党 组 织 在 与 李 、周

二人建立了关系与信任后， 又进

一 步 请 他 们 做 天 津 市 长 杜 建 时、
警备司令陈长捷和警察局长李汉

元的工作。 作为天津民族资产阶

级的代表， 他们的意见对这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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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来说还是有些

分量的，他们希望国民党投降，使

天津免受战火之灾， 自己的企业

也可以免遭战争的破坏。 杜、陈、
李 对 当 时 的 形 势 也 是 心 知 肚 明，
但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没有同意

投降。
表 面 看 劝 降 工 作 失 败 了 ，而

实际则不尽然， 天津警察局长李

汉元在李、周二人的劝说下，了解

了我党的相关政策， 于是决定把

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完整地保管

起来， 以便解放后我军能完整接

管。 天津战役打响后，他又令各分

局局长和保安警察大队长负责维

持治安， 极大避免了社会上的破

坏和抢劫活动。
还有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胡梦

华 的 女 儿 也 是 中 共 地 下 党 员，天

津解放前夕， 天津地下党负责人

黎智与其女一起向胡梦华讲了解

放军入城的约法八章， 希望他能

把社会局的档案保存好。 胡在了

解了我党政策后， 立即下令砌死

了档案室的门窗， 并派专人保护

档案。 天津解放后， 档案无一受

损，被我军完整接管。

三、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天

津打开胜利之门

天津位于海河水系五大支流

交汇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

在 侵 华 日 军 原 有 工 事 的 基 础 上，
利 用 天 津 河 道 众 多 的 地 理 特 点，
花巨资在市郊 修 筑 了 南 北 长12.5
公里，东西宽5公里的一道蜂腰形

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

天津警备司令后， 凭借13万国民

党守军和自诩“大天津堡垒化”的

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与解放军作

最后的挣扎。 因此，天津战役是人

民解放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

件下， 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

的大规模攻坚战。 要减少损失，顺

利攻城， 必须弄到敌军的城防工

事图，摸清敌军的兵力部署。 战役

爆发前， 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派

人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内部等

方式， 向城工部提供了大量军事

情报，包括天津城防图。 天津地下

党 组 织 情 报 工 作 的 出 色 完 成，为

我军仅用29小时就顺利解放天津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智 取 国 民 党 防 御 工 事 图 ，

为攻取天津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7年国民党天津当局修筑

城防工事时，中共地下党员、工务

局 第 一 区 工 程 处 工 程 员 麦 璇 琨，
趁机绘制了 《天津城防堡垒化防

御 体 系 图》，经 过 技 术 处 理，裱 在

一张老人相片后， 由地下党组织

派人送到解放区。1948年9月，陈长

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时， 黎智和

工委委员王文化， 把了解城防工

事的任务交给了在天津工务局建

筑科工作的张克诚。 张克诚利用

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

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 趁其

不 备 将 城 防 工 事 布 置 图 带 回 家，
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工作， 将图

手工复制。 这张临摹的《天津市城

防工事布置总图》 不仅标出了城

防碉堡的位置， 而且还有碉堡的

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
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 这张城防

工事布置总图经黎智派人送解放

军前线指挥部。
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

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

姓”。 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天津

的碉堡阵地， 经长年累月经营，尤

其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

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机

密。 然而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

能了如指掌， 得以恰当选攻要害，
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

拾。 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

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

化莫测的地步。 ”东北野战军参谋

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

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

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地下党

提供了详细、 准确的城防工事图，
使我们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

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

可靠的依据”。 这是对中共天津地

下党组织所作重要贡献的客观评

价，也是天津地下党组织不可磨灭

的历史功勋。
②引导解放军攻城， 为解放

军取得巷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为 配 合 解 放 军 攻 城 和 巷 战 ，

天津工委通知各院校党组织挑选

身体素质好、 熟悉市内交通道路

的同学，穿上白球鞋，左臂扎上红

色布带作为标志， 在市内巷战中

为解放军带路， 协助攻克敌人的

军事目标。 正是这些地下党员和

人 民 群 众 的 积 极 支 持 与 帮 助，在

天津攻坚战中， 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顺利地穿插街巷， 占领了一个

个重要的目标，减少了伤亡，缩短

了时间， 特别是当陈长捷的警卫

连长、 地下党员王亚川带领战士

冲 进 天 津 警 备 司 令 部 地 下 室，活

捉了陈长捷后， 更是迅速地瓦解

了敌军的军心， 人民解放军仅用

29小时，全歼13万守敌，天津胜利

解放。

四、设立地下交通站，护送相

关人员安抵解放区

1948年8月， 在中共中央华北

局城工部的指示下， 天津地下党

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站， 挑选了

既有高度责任感，又有机智灵活，
随机应变本领的交通员， 来保证

天 津 到 解 放 区 来 往 的 人 员 的 安

全。 在解放天津期间，他们安全可

靠 地 掩 护 了 各 类 人 员 出 入 市 区，
除 一 条 交 通 线 被 敌 人 截 断 外，其

余均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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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护送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和

技术人员去解放区学习，为天津城

市的接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津地下党组织日益壮大的

党员队伍， 为天津解放后的接管

工作培养了干部。 在天津解放前

夕， 有些在地下斗争中暴露身份

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为了保

证他们的安全， 中共天津地下党

组织就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们化

妆成村姑、小商贩送到解放区，住

到老乡家里， 在那里深入了解解

放区的群众， 学习解放区的管理

经验， 熟悉党的城市接管工作相

关政策，为接管天津做好准备。
②护送积极靠拢党组织的党

内外人士，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除此之外， 天津地下党组织

还秘密地护送过来自香港、 上海

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共产党员、
民主人士还有部分南方起义军官

及家属等等。 在地下交通站护送

在国外长大的郭沫若之女郭淑踽

时，由于郭不会说中国话，遭到了

国民党的质疑和盘问， 机智的交

通员暗示郭装哑巴， 终于通过了

敌人的盘查， 顺利地将其送到了

解放区。
天津地下党组织这样做的目

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

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人积极

靠拢党组织， 愿意用自己的学识、
财力等为新天津的发展贡献力量。
天津解放后，这些在解放区学习过

的同志，都成为了各行业的骨干力

量，顺利接管天津城。

在庄严肃穆的南京雨花台革

命烈士陵园里， 埋葬着一位出生

自山东的红色传奇“间谍”。他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在周恩来

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特科从事

情报工作。 他在20余年的革命生

涯中，获得过无数重大情报，最精

彩的是和项与年等人拿到了蒋介

石对苏区第五次围剿的 “铁桶计

划”， 而使红军主力转危为安，开

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并受到毛

泽东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建立后，
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卢志英签署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第 60号 烈 士 证

书。

早期的“间谍”生涯

卢志英1905年12月23日 出 生

在山东省昌邑县（今昌邑市）望仙

埠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进入

私塾学习，1921年考入昌邑乙种蚕

桑实业学校。 在这里，卢志英不仅

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还接受

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熏陶。

1922年，卢志英在乙种蚕桑实

业学校毕业后， 因家境贫困而无

力继续深造， 就随亲友赴东北谋

生。 他遍历黑龙江、哈尔滨、张家

口等地，受尽艰难困苦，饱尝人间

辛酸。 他胸怀富国强兵的救民壮

志，于1923年秋考入绥宁镇守署军

官讲习所。 毕业后，他满怀救国热

情，投身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任

工兵营第一连司务长， 随军转战

南北，目睹军阀战争之暴虐，民众

生活之惨痛， 卢志英清醒地认识

到：“民国以来，政治之窥败，实为

军阀之拮据， 故欲解除民众之桎

梏， 务须铲除军阀。 要过人的生

活，必须推翻这个旧世界。 ”遂毅

然脱离奉系军队。
正在他抑郁苦闷、 苦苦求索

救国救民的道路时， 南国吹来大

革命的东风。1925年2月，卢志英毅

然只身南下投身到第一次大革命

的急风暴雨中。 不久，他肩负着到

北方旧军队中从事秘密军运的重

大任务，到达了河南郑州。
在郑州， 他结识了山东的王

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

红色传奇“间谍”卢志英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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