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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江苏—寻访江苏““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工建””红色足迹红色足迹

全媒体行动走进无锡全媒体行动走进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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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是职工群众的主心骨，但工会的主心骨就是党……”4月13日，我们采访小组一行来到无锡工会史展馆，听无锡市总工会机关
党委一级主任科员朱研琛如数家珍般介绍无锡工人运动史。当他说到“秦起文化程度并不高，开始给工人讲课时并不生动，但接受党的
教育，特别是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回来后，讲课越来越积极，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有激情”时，我们对“党建带工建”又有了新的认识。

报道组成员：甘 红 张 旭 邵劲松 王 鑫

1988年4月14日，秦起烈士牺牲60周年纪念日，
中共无锡市委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按照人民的意愿，在
秦起当年革命的场所——城中公园多寿楼前的草坪
上树起了一座高大的铜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为铜像题词——“无锡工人
运动先驱者秦起烈士”。而秦起铜像背后的多寿楼西
侧就是1925年1月中共无锡第一个支部的诞生地。

如今，有着百年历史的公花园已被打造成铭记历
史、传承基因的综合性红色主题公园。陪同我们寻访

“红色足迹”的无锡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
一级科员段晓璇告诉我们，这里是新中国无锡第一面
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她作为选调生入职培训的第一
课堂。

走进“第一支部”，但见“第一支部”党建基地工作
人员正在为洛社镇的党员们播放专题片。记者发现，
除了一群年轻党员，一位老者看得特别认真。一问才
知，他是盐城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常持斌，今年75岁。
只因退休后随儿子在无锡居住无法参加盐城原单位
的党员活动，一次游玩时发现“第一支部”可以听党课
学党史，便拍了很多照片准备整理一个影集。

“我已经是第3次跟着无锡的党员一起上党课
了。一楼有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虽然誓词内容有所
变化，但严守党的纪律始终没变，‘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信仰始终不变。”他还告诉记者，他是通过纪录片知道
秦起年仅20岁就牺牲了，很是敬佩，希望更多年轻人
能永远铭记这些先烈们。

在无锡市总工会的帮助下，我
们又找到了秦起创办的无锡第一
个基层工会——茂新第二面粉厂
旧址。如今，这里虽是年轻人创业
创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但当年的
茂新第二面粉厂一号车间、二号车
间、面粉仓库以及荣氏兄弟办公楼
依然保存完好。特别是当年的无
锡最高楼——5层楼高的一号车
间，更是见证着无锡民族工商业的
发达。

作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源
地，通江达海的无锡早在清末就由
各界人士捐款筹资建造了一座四
孔大木桥，取名“通运桥”。1926
年 5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秦起带领无锡21家丝厂两万
多缫丝女工在运河南北两路罢工
游行。就在这座桥上，北路的罢工
工人遭到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阻
拦，工人们奋不顾身地与反动军警
拼搏，用鲜血和生命击退了反动军
警的镇压与封锁。南北两路罢工
工人汇合，捣毁了丝业公所的办公
室，冲进光复门警察所，救出了13
名工人代表，迫使资方接受工人提
出的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资、减
少工时等四项条件。坚持9天9
夜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那

次斗争中，由于木桥年久失修，罢
工工人在与军警搏斗的过程中，好
些工人跌入河中。

北伐军进驻无锡后，民众一再
要求政府拆桥重建，而当局声称

“无钱可支，难于实施。”1927年
10月9日,在全县各业工会联席会
议上，缫丝业职工首先提出“本业
职工自愿牺牲1日之薪水（工资）
捐作建桥资金”的倡议，得到纱厂
职工会和其他行业职工会的响应，
当时无锡的国民党县
政府也无法拒绝。经
过估算，最后作出由
丝、纱两业职工每人
捐献两日工资以充建
桥资金的决议，并由
当时的无锡县工联总
会牵头，成立桥工委
员会，负责修桥工程
的领导工作。2年后，
无锡历史上第一座钢
筋水泥大桥横跨古运
河，为了纪念全县广
大职工捐资做出的贡
献，当时的县政府不
得不同意以“工运”
为桥名。。

近百年的

“工运桥”让身处异乡入职还没有
一年的段晓璇感慨多多。“沿‘工
运路’向北就是无锡火车站，这条
路可以让我们知道来时的路，不
忘初心。”段晓璇还表示，“作为年
轻的工会干部，学习党史工运史
可以时刻告诫自己，在实际工作
中一定要切实为职工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为新时代工会工作铿锵
前行继往开来贡献出自己的绵薄
之力。”

在无锡这座创造了无数奇迹的
繁华都市中心，我们远远地就能望
见飘扬的红旗下“工人运动先驱
者”秦起烈士的铜像。

秦起，原名秦锡昌，1907年1月
10日生，14岁小学毕业后进茂新
第二面粉厂当练习生。1925年冬，
秦起由董星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年2月，秦起任中共茂新
第二面粉厂支部书记，在茂新第二
面粉厂及黄埠墩等处创办工人夜
校，亲自编写教材担任教员，传授
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4月，茂
新第二面粉厂工人沈根泉工伤身
亡，厂主对此漠然置之。他带领工
人同资方斗争，直至资方答应支付

丧葬、抚恤费。不久，无锡第一个
基层工会在茂新第二面粉厂成
立。同年5月1日，秦起作为江苏
省工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
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回到无锡后，
他领导全城21家丝厂2万余名女
工参加总同盟罢工，持续9天9夜
取得了胜利。

1927年1月4日，无锡总工会
秘密成立，秦起任委员长。3月21
日，北伐军进驻无锡，在当天欢迎
北伐军的军民联欢大会上，他代表
无锡总工会致辞，并向北伐军第14
军军长赖世璜提出释放全部在押
政治犯和改善工人待遇等14条要
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翌日

下午，秦起主持有数万人参加的民
众大会，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揭
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会后，
他带领与会群众冒雨游行示威。
无锡国民党右派奉蒋介石密令，纠
集部分警察、商团和地痞流氓武装
数百人，在北伐军第14军赖世
璜部的支持、配合下，于4月
14日深夜袭击总工会。秦
起率工人纠察队员英勇
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
捕。翌日凌晨，年仅20
岁的秦起遭秘密枪杀，
被沉尸河中……

秦起铜像——见证信仰的力量

城中公园
——传承红色基因的乐园传承红色基因的乐园

工运桥工运路
——永远不忘来时的路

1925年1月，在无锡城中公花园多寿楼与九老阁
之间的空地上，董亦湘秘密主持召开党员会议,正式宣
布中共无锡第一支部成立。

1929年，由无锡缫丝、纺织
两业职工每人捐献2天工资集
资建成的“工运桥”，成为无锡
历史上第一座钢筋水泥大桥
（俗称“大洋桥”）。

1927 年 1 月，无锡
市总工会秘密成立，
秦起任委员长。3月，
总工会在崇安寺大雄
宝殿公开办公。

1949年4月，中共无锡工委在顺德面粉厂成立工
人纠察队司令部，领导进行护厂护城斗争。

江苏工人报社全媒体行动采访小组走进无
锡寻访红色足迹。

茂新第二面粉厂旧址茂新第二面粉厂旧址，，如今是无锡如今是无锡““蓉运壹号蓉运壹号””产业园产业园 。。

“无锡工人
运动先驱者”秦
起烈士铜像和
新中国无锡第
一面红旗让红
色教育基地熠
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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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无锡第一个基层工会在茂新第二面
粉厂诞生。左上角为翻修一新的第二面粉厂1
号车间，右为当时无锡的最高楼5层楼旧址。

1988 年
4 月 29 日，
本 报 曾 对
无 锡 工 人
运 动 先 锋
秦 起 烈 士
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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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工会史展馆集中再现了无锡工人阶级浴血
奋战的光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