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337777C10
2012年12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李涛 组版：刘杨

今日潍坊

潍坊高新区新钢街道东曹庄村

潍潍潍县县县革革革命命命的的的“““小小小莫莫莫斯斯斯科科科”””

建立潍南县

最早的党支部
东曹庄位于高新区东南10

公里处。走进村子，这里至今
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东曹
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凤岐给记者
讲述了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
下，“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进
步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
想。当时潍县城是国民党控制比
较严的地方，党的组织活动开展
不开，而曹庄这里的党组织基础
比较牢固，许多群众拥护共产
党，跟着共产党走。

另外，东曹庄极佳的地理
位置也是一个优势，从村子向
东3公里就是虾蟆屯车站，向西
6公里就是闻名中外的坊子站，
便于党的活动从这里酝酿、产
生和发布出去。马克思主义此
时在潍县也开始得到广泛传
播，在东曹庄，仅在1926年初包
括何风鸣、马宣元、孙思宽等6

人就在潍县首任县委书记庄龙
甲的介绍下，先后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26年7月，东曹庄党
支部成立，这是在潍南县一带
最早的一个党支部。

曹庄党支部建立以后，通
过举办夜校等多种形式，向农
民讲述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受
其影响，曹庄村许多进步青年
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进
一步遏制封建势力，1927年曹庄
又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
到140余人，潍县农民运动空前
高涨，比较典型的是1928年开展
的“抗租抢坡”斗争。当时正
处于麦收季节，但旱灾严重，
潍县县委决定组织农民抢地主
的粮食。由曹庄的党员农会会
员和群众组成的抢麦队伍一夜
之间抢收了黄门庄地主的100多
亩麦子，这样通过抗租抢坡，
不仅抗击了地主的压迫，也让
人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解
决吃饭穿衣问题，坚定了他们
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1938年3月2日，东曹庄在何
风池、何风鸣等共产党人的带
领下，发动起义，成立了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
队七支队二大队，辗转于胶济
铁路沿线，积极开展抗日斗
争。在之后的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斗中，东曹庄人民同样
积极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中，抬
担架、运军粮支援前线，为夺
取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
磨灭的功勋。

这个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
村庄，走出了多位名载史册的革
命者，仅革命烈士就有17位。

“战争年代，东曹庄党支
部的成立犹如一颗星火，燎原
了潍南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激励着当地热血青年前仆后
续。如今战事早已消逝远去，
但我们依然需要铭记革命前辈
的光辉业绩，继往开来，坚定
理想信念，为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开拓前
行。”东曹庄村党支部书记马
凤岐说。

一门三英

在东曹庄党支部书记马风
歧的家里，保存着一块“一门
三英”的牌匾，这是在1951年潍
县人民政府颁发烈、军、工属
证时，对有突出贡献的家庭进
行表彰，由潍县第四区委和区
政府颁发的。

马凤岐告诉记者，他的曾
祖父马周元，是一位有文化、
有修养的人，他受东曹庄早期
革命活动的影响思想上要求进
步。1928年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庄龙甲及委员牟洪礼等领导同
志就经常住在他家里办公开
会。1938年至1946年潍县潍南县
县委书记宋希来丁明高烽同志
和县委副书记县长牟汉华以及
其他工作人员各区委的负责同
志也曾先后住过他家。马周元
家是潍南区域共产党著名的堡
垒户之一，当时上级表彰的三
位英雄是马周元先生的三个儿
子。

其长子马重兴(又名马威)生
于1911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当时称“民先”组
织)，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后，一直在潍县潍南县从事革
命活动。1933年由于山东省委组
织部长宋鸣时投敌带领国民党
反动派军警大肆抓捕杀害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他曾来过东
曹庄也在马重兴家住过，为此
县委即安排马重兴离开家乡到
东北大连市开展党的工作。

1936年党组织又将马重兴调
回潍县工作担任东曹庄党支部
书记，恢复党的活动，领导农
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年夏
天山东省委巡视员鹿省三来到
潍南一带检查工作对东曹庄党

的活动提出了表扬。1937年下半
年马重兴与早期党员何风鸣等
人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

年初，他积极配合何风池等同
志为建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七
支队二大队抗日武装做了大量
工作。同年任潍县九区区委书
记兼东曹庄党支部书记。1942年
中共潍南县委在东曹庄成立
后，马重兴任县委委员兼九区
区委书记东曹庄党支部书记。

1943年4月3日晚，县委书记
高烽、副书记牟汉华在马重兴
家开会，次日拂晓时由于叛徒
丁复祥等带领日本宪兵队和伪
军伪警察一百余人包围了东曹
庄。高烽、牟汉华同志藏于地
洞幸免于难，而马重兴同志被
叛徒指认，与同村的两名党员
和两名群众被抓捕。马重兴被
抓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大
义凛然，后被押往济南监狱，
一个月后，又押往北平日本宪
兵监狱，于1944年七月被杀害，
时年33岁

马周元的二子马连兴从少
年时就参加村里的儿童团，青年
后参加了民兵组织经常为县委
送情报，到坊子南流等地张贴宣
传标语，跟随武工队扒铁路割电
线，破袭敌人的运输线。

马周元的三子马克兴(又名
马方明)在16岁时参加了何风池
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七支
队二大队，1942年日寇对鲁中南
沂蒙山区大举进犯，马克兴所
在的连被困于一个山头上，他
同战士们英勇杀敌打退了敌人
的多次进攻，但敌人接连调集
兵力一千余日寇反复向山头猛
攻。马克兴所在的连队伤亡极
大，弹尽粮绝，最后他与几个

战士高呼口号跳下了悬崖。马

克兴身负重伤后，被当地群众掩

护治疗，伤好归队后受到部队的

记功嘉奖，鲁中军区发出文电表

扬。

马宣元狱中

仍坚持战斗

卖地接济党的活动费用，

忍痛割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以

二百四十元钱的身价卖给了人

家做二房，卖得的钱全部交给

了县委，做了活动经费。他，

就是东曹庄的马宣元。

1926年下半年，由于村党支

部何风鸣同志的身份暴露以及

当时形势的需要，庄龙甲书记

建议何风鸣同志到潍县城国民

党县党部，打入敌人内部开展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村党支部

书记就由马宣元担任。1927年，

根据斗争需要，马宣元又被增

补为中共潍县县委委员，分工

负责东曹庄及潍县东南区域的

工作。

1928年春，潍县县委组织潍

县东南区和西南区的农民开展

“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马

宣元组织东西曹庄、郭家村、

段尔庄、西黄门庄等村的农

民，会同茂子庄、南屯等村的

农民、参加了砸大柳树镇税局

子的斗争。 1 9 2 8年 4月 2 0日这

天，正逢大柳树集，东曹庄参

加的有马宣元、马振兴、马仁

兴等十几人，主攻队员由马振

兴担任。在大柳树集上，国民

党反动派政府的税局子人员穿

着黑色的制服，耀武扬威摆着

两张桌子，凡是来赶集做买卖

的都纳税，否则就要挨打挨

骂，严重的还要被抓进监狱受

刑。看到税局子的人对老百姓

的淫威，马宣元与同去的农会

会员个个义愤填膺，他立即发

出进攻信号，马振兴抽出砍刀

冲向收税的桌子前，一刀砍下

了一个税役的头。另一个税役

吓得钻进桌子底下，也被他劈

了一刀，当场昏死过去，其余

的税役则四散逃命。接着，马

宣元在大集上展开宣传工作，

号召农民兄弟团结起来与敌人

斗争。这次行动影响很大，连

周围的昌乐县、安丘县、潍县

城、坊子镇的税局好长时间都

不敢出来收税。

1928年4月，由于春荒，很

多农民严重缺粮，春荒难以度

过。马宣元便发动群众抢集市

上财主高价出卖的粮食。第一

次是辛冬大集上，他亲自带领

周围几个农会干部和会员，围

住财主们拉来的粮食，向赶集

农民高喊：“我们农民种地没

粮食吃，太不公平了！没粮食

吃的穷人，快来分粮了！”赶

集的穷人蜂拥而上，财主家十

几口袋粮食一抢而光。赶集的

人们纷纷称赞：“农会真是

好，是老百姓的组织！”这年

夏天，小麦长得很好，可大片

的土地都是财主的，广大贫苦

农民只占有一小部分。麦收

前，正是缺粮的时候，有的村

里出现了饿死人的事。马宣元

向县委做了汇报，组织东西曹

庄、郭家、罗家宅子、河南

头、高陵官庄等村的农会，首

先抢割了黄门庄、王家石埠地

主家的麦子。

接着，又带领人们去潍县

城南望、黄土埠子一带，抢收

了潍县城财主丁宅的麦子，解

决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在抢坡

中，东曹庄青年团员、农会会

员马相亭被财主家丁抓住，送

交了虾蟆屯民团中队关押，为

保护农会成员免遭残害，马宣

元卖掉了自己两大亩的祖业

地，赎出了马相亭。麦收后，

马宣元组织东西曹庄、罗家宅

子、王松等村的农民佃户，向

来西曹庄收租点的寒亭大地主

于振铎公开提出减租减息，迫

使地主将地租由七成减为六

成。

在狱中，马宣元仍坚持对

敌斗争，组织狱友成立了临时

党支部，争取狱警与济南党组

织建立起联系。1930年秋天，马

宣元与省委被捕共产党员干部

秘密策划了一次越狱，有四十

余党员逃出了险境，而马宣元

却又被敌人抓回。他把生的希

望让给了别人，而自己为了革

命不惜献出一切。五年的狱中

生活，马宣元受尽了非人的折

磨，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导致了他左眼失明，身体瘫

痪。1934年出狱时，是由村里人

用大车接回村的。

高新区档案馆对此文亦有

贡献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潍坊高新区新钢街道东曹庄村，一个看似普通的小村庄却有着不

同寻常的历史。1926年，潍南县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从此播下了

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之后，众多名载史册的革命者从这里走出来

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东曹庄也因此被

潍县首任县委书记庄龙甲亲切地称为“潍县革命的小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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