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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人士郑洪轩的故事
单志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9月）
党史

宋黎大喊：“冲过去，冲过去！”游行队伍冲
过封锁线，奔向清华门。清华门前人山人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
华北五省自治”“收复失地抗日到底！”等口号此
起彼伏。郑洪轩隐蔽在游行队伍中，随时同总
指挥部研究斗争办法，派出12名请愿代表，向反
动当局提出停止内战，释放被捕学生等 6 项要
求，这些要求均被拒绝。郑洪轩立即召开总指
挥部会议，当即提出把请愿斗争改为游行示
威。游行队伍向西单进发，在西单冲过几百名
军警的封锁，行至王府井大街，军警设置三条防
线，一是水龙头，二是棍棒，三是刺刀。前面还
用军车把路堵死，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去，军警用数条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喷射，学生的
棉袍都成了冰袍。一时间，军警的冲杀，学生的
呐喊，市民的骂声混成一片。郑洪轩身边一名
同学被军警抓住，郑洪轩一边抢人一边喊打，学
生们用石灰包把军警的眼睛打瞎了。一阵混乱
厮打过后，有300多名学生被军警打伤，30多名

被送进医院。12月10日，郑洪轩的秘密总指挥
部和北平学联共同宣布，北平所有学校实行总
罢课。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
被迫延至12月16日成立。郑洪轩领导的秘密指
挥部决定针锋相对，在12月16日再次发起更大
规模的游行示威。12月16日，各校游行队伍分
四路向天桥进发，冲破军警层层阻挠。中午11
时汇聚到天桥广场，召开有师生市民等参加的
大会，北平市工人、商人、市民和东北流亡同胞
万余人参加会议。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
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和“收复东
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游行示威，示威队伍
长达两华里，共两万多人。队伍前进到西寺，警
察开枪，学生们跑进路西侧商店，郑洪轩带一批
学生躲进电业局。 到宣武门游行队伍被警察
棒子打散，重新集合后到古楼，后又到地安门，
一些教授同警方交涉。无果以后，警察使了三
个骗局，答应学生分三批从前门和玄武门进入
内城。可是，进入内城后遭到警察残酷镇压。

学生们整整一天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警察被学
生的爱国崇高精神所感动都掉泪了。郑洪轩在
混乱中被警察棒子打昏，学生们围着他连喊带
叫，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一个市民开来一辆车
把他救走了。

学生运动震慑了反动当局，冀察政务委员
会这个傀儡政权的成立再次推迟，运动取得了
胜利。运动后成立“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
队”，学生们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组团南下，
到南方各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
大，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
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推动了全国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也为日本侵略者的必
然失败敲响了警钟。

故事四：“国际特科”的忠诚战士

1936年4月，郑洪轩加入国际特科，担任后

方教育委员。当时，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
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共产国际即由列
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各国共产党员中抽调一
批能适应国际革命斗争需要，对党赤胆忠诚、勇
敢、机警的优秀分子组成国际红色组织——国
际特科。国际特科组织直接受第三共产国际领
导，与本国党的组织脱钩。国际特科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一条隐蔽路线，它所从事的革命
任务里搜集国际情报，与公开的和正面的战场
相呼应，从事纵火、爆炸等手段给予敌人沉重打
击。郑洪轩是化学本科毕业生，又会日、俄、法、
英，世界语等多国语言，对这类工作十分有利，
郑洪轩被北京市委和党中央选送去国际特科。
加入国际特科后担任后方教育委员，他的任务
是：发现和吸收坚决、忠诚、机警的地下优秀党
员加入组织；培养训练特科工作人员的特种工
作能力，讲马列主义理论，讲国际历史，讲斗争
形势，讲时事，坚定信念，提高思想觉悟；购买和
存贮化学药品，用于研究爆炸和纵火的器具；保

持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但不准参加地方活动，
一切活动听从国际特科指挥。

郑洪轩精通多国语言，方便与多国特科人
员的联系和情报的沟通。他们的工作地点多半
在旅馆，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查和抓捕，居
无定所。他们躲在旅馆中利用药店公开出售的
化学药品，秘密研究化学药品，研究纵火和爆炸
装置、器具，自行配制雷管、火药等爆炸品。他
们用装眼药水的小瓶，里边装进化学液体，再用
某种同液体可以慢性反应的特殊材料封口，外
面再涂上易燃物，小瓶的液体慢慢通过被反应
的瓶盖溢出，同外面涂的易燃药品接触就会起
火，或引起爆炸。这种物体小而微妙，携带方
便，起效时间长。国际特科人员利用这些装置，
只要能潜入到预定的地点。把小瓶偷偷放置在
易燃易爆物品上，两个小时以后，一场熊熊的大
火或冲天的爆炸就会发生，工作人员早已逃之
夭夭。

（四）

清初，梨树县境内未置官署前，刘家
馆子镇为达尔罕王封藩地，是内蒙古东盟
之一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地。由
于清朝对蒙王旗地采取封禁政策，这里过
去人烟稀少，只有少数蒙旗人在这里过游
牧生活，现仍留有鸟兰等蒙古族屯名。
1803 年（清嘉庆八年），蒙王奉旨招垦，关
内山东、河北等省移民，从此人烟渐稠，形
成各个屯落。

1821年（道光元年），昌图厅在梨树设
分防照磨。照磨官住在梨树城，初划行政
区域，刘家馆子为梨树照磨恩化社所属，
各屯落置乡约、乡副，管理民事和催征王
租、兵饷等事宜。恩化社辖 19个自然屯：
大力虎、乌兰屯、黑牛山、两块石、五家窝
堡、破庙子、卡篓、六十面井、二龙山、小和
尚屯、蔡家窝棚、剑把沟、夏家窑、虎头隅、
桑树岗子、六家子、十家堡、靠山李、长山
堡。从这些屯落分布上看，形成的区域大
致轮廓和现刘家馆子镇及林海镇两地疆
域基本吻合。历经咸丰、同治王朝，建置
无大变动。

1877 年（光绪三年），设奉化县治，为
昌图府所属，实行“县、社、村”三级管理形
式，村置百家长，管理村务。1906年（光绪
卅二年），全县实行警区制，划27个警区，
刘家馆子镇属第八警区，行政区划是“县、
警区、村”。1910年（宣统二年），奉化县试
办地方自治，划全县为1 厢、1镇、18乡，刘
家馆子归属西 12 乡自治区。各村仍设百
家长，管理地方事务，区域级别为“县、区、
村百家长、屯”。

1911年辛亥革命后，行省以下废府置
道，刘家馆子隶属洮昌道，仍归梨树县第
八区所辖，第八区驻地设在三江口镇，第
八区的疆域扩展到辽宁省的三江口镇。

1914年（民国三年），奉化县改名梨树
县，全县撤自治区，改为9个行政区，刘家
馆子归属第八区。1927年3月，常荫延、常
荫槐兄弟二人创办了常氏中学，为县内第
一所民办中学。1929年（民国十八年），奉
天省改称辽宁省，隶属之。1930 年（民国
十九年），实行区村制，刘家馆子归属不
变，村置村长、副村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改区为
保，刘家馆子隶属奉天省（1931年11月辽
宁省又改称奉天省）梨树县第八区，八区
辖 6 个村：智能村、智慧村、智益村、智利
村、智珠村和智远村，刘家馆子属智益
村。1932 年，伪满改区为保，全县设 9 个
保，成立村办事处。1934 年，伪满全面实
行保甲法，设保，保下为村，村下为屯，屯
下为甲，甲下为牌。1935 年，日伪清乡并
屯，在刘家馆子设立伪智益村公所，直属
于县。1941 年，伪满设四平行省，智益村
上隶四平省梨树县第八区。1945 年八一
五光复后，国民党在刘家馆子仍设智益村
公所，至1947年刘家馆子镇全境解放。

1947年3月，刘家馆子解放，成立梨树
县第八区政府，所辖疆域亦是刘家馆子镇
和林海镇两个镇的范围。同年10月，中共
梨树县委派范飞到刘家馆子组建梨树县
第八区政府，取消原来屯的体制，把屯改
为行政村，上一级为区，下一级为组，组置
组长。1949 年撤销辽北省，另建辽西省，
刘家馆子镇隶辽西省梨树县。1955 年 6
月，梨树县划归吉林省。1956年改区政府
为区公所，下设小乡，乡以下为作业区，作

业区以下为作业组。吉林省设怀德专区，
后改为公主岭专区。刘家馆子随县改变
了隶属。

1958 年撤区并乡，上归县，下辖高级
社，同年 10 月撤乡，建立大公社，实行政
社合一，下辖管理区。管理区下设农业生
产初级合作社，社下设生产作业小组。成
立了刘家馆子公社，辖24个管理区：刘家
馆子、东五家、王河、双山、乌兰、下甸子、
新立屯、李家围子、头道岗、王家局子、毕
家堡子、二龙山、吴家坨子、大门丁家、大
力虎、夏家窑、长山堡、兴开城、五家子、六
家子、靠山李、卡篓、揣家洼子、三门李家。

1961 年，划出靠山公社（后改为林海
镇），刘家馆子人民公社辖13个管理区（后
改为生产大队）。这13个管理区是：刘家
馆子、东五家、西五家、三家窝堡、王河、二
龙山、卡篓、新立、六家子、大力虎、毕家堡
子、乌兰、吴家坨子。此时，刘家馆子疆域
小了一半，保持至今。

1973年，刘家馆子由13个生产大队又
新增4个生产大队。即王河大队、二龙大
队各划出一部分建炭窑大队；新立大队分
出纪家大队；卡篓大队分为东、西卡篓两
个大队；六家子大队分为南六家子大队和
北六家子大队。此时共有17个大队，76个
自然屯，105个小队。

1983 年改刘家馆子人民公社为刘家
馆子乡。乡置乡人民政府，直辖于县，下
辖村民委员会。基层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1984年12月28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
批准，刘家馆子乡改为刘家馆子镇。辖刘
家馆、韩家、乌兰、南六家子、苇田、北六家
子、王河、纪家、龙山、吴家坨子、东五家、炭
窑、西卡篓、西五家、三家窝堡、东卡篓、大
力虎17个村，10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2个
居民委员会。居民5705户，人口25422人。

1990 年 7 月，刘家馆子镇总人口为
25724人。2001年7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
查总户数为7175户，人口总数为26257人，
其中满族 17 人，蒙古族 27 人，达翰尔族 3
人，朝鲜族2人。2006年末，派出所年终统
计全镇总人口26744人。

刘家馆子镇：由驻地刘家开的饭馆子
得名。

蘑菇山屯：在190年前，赵家从关内来
此开荒定居，屯建在一个山岭上，山岭如
蘑菇状，故称此屯为蘑菇山。

乌兰屯：在290年前，此地是蒙古族人
居住的地方，乌兰是蒙古语，意为“红色”，
表示吉祥幸福。蒙古人搬走后，此屯仍沿
用了原地名。

小碱锅屯：190年前，张家从河北来此
开荒种地，并用小锅熬过碱，形成屯落后，
人们称此屯为小碱锅。

吴家坨子：210 年前，有个叫吴林的
人，从关内来此地开荒，把房子盖在一个
沙坨子上，形成屯落，遂称吴家坨子。

卡篓屯：在190年前，有户姓张的在此
地开店，把酒篓卡在树杈上作幌子，过往
行人皆称“卡篓”，后来形成屯落便叫卡篓
屯，1972年分东、西卡篓两个大队。

大力虎屯：是从蒙语转音而来，蒙语
达拉呼意为铁孩子。

新开河屯：1846 年建屯，当时在屯南
挖了一条河，名为新开河，从此屯名随河
而叫，称为新开河屯。1985年省政府批准
将新开河改为兴开河。

梨树县刘家馆子镇的历史印痕
魏晓光

我们河套这地方烧柴是秫秸，高粱挠，豆秆
极少，木头更是罕见。总之，柴火越硬，烧出来的
火放到火盆里就越抗烧。记得，我母亲每天早上
把饭做好后，用掏灰扒把灶坑里的火扒出一些，
用铲子放到火盆里，用脚踩实，端到炕上取暖。
那时，我们兄妹多，早晨嫌屋子冷，衣服凉，都不
愿意起来穿衣服。母亲把我们兄妹的棉袄棉裤
挨个烤热乎，让我们穿上衣服。那时，我们家里
没有暖壶，父亲有胃病，不能喝凉水，母亲早上做
饭时，把烧开的水灌满一个瓷茶壶，放到火盆里
煨。保持水的温度，父亲渴时随手可以到火盆里
倒出热水。我们兄妹在外边玩耍时，时常饿了，
就跑回家去，把冻豆包放到火盆里烧，有时还烧
土豆。母亲很少让我们在火盆里烧爆米花，苞米
在火盆里一扑棱，灰尘落一炕还满屋飞灰。埋汰
不说，关键是把火盆的火弄没了，屋里没火熏着

又凉又冷。那时，炕上的火盆里总是插着一把烙
铁，是母亲做鞋时研鞋口子缝鞋帮都要用烙铁
烙。记得，我家还有一个小铁碗，不知用了几十
年都发黑了，我母亲经常用这个小铁碗在火盆里
打白面浆子贴鞋帮鞋底，有时用铁碗把窗户上的
霜刮下来放到火盆里化成水，冲洗我们兄妹手裂
脚裂的部位。火盆在冬天也给每个家庭日常生
活中带来了方便。

那时，乡下人把火盆放在炕上怕磨坏炕席，火
盆底下都垫点东西，我家的火盆底垫是父亲用蒲
草编的垫子。每年一到秋天是打火盆的季节，这
时人们三三两两地到野外弄黄黏土，土越黏打出
的火盆越结实。有一年，我跟母亲去二公里外汤
头盆窑做盆的黄土坑挖黏土。黄黏土拿回家来用
水闷几天，然后把事先预备好的麻绳抖落开，母亲
用剪子一段一段地剪下来，均匀掺到泥里，再放些

米汤把泥用手搋好，感觉到泥光滑又黏，这时就可
以打火盆了。打火盆时，必须用光泥盆做模子，母
亲把家里的光三盆倒扣底朝天做模子，然后，把搋
好的黏泥用手均匀地摊在盆上，薄厚自己掌握，边
摊边用手敲打，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反反复复用手
不停地敲打，直到泥在模子上严丝合缝。火盆打好
后，首先不能曝晒，母亲把它放仓子里阴凉。经过
十多天的阴干，火盆就可以从模子上取下来，再仔
细检一遍，发现有缝隙，母亲再用饭米汤沾点泥用
手指抿严。火盆打好后，冬天就可以扒火取暖了。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乡下，大多数房子都是红
砖琉璃瓦房，窗明几净，屋里都装上了暖气，还有
的人家装上了地热。我家在 2005 年就装上了暖
气，冬天屋里暖烘烘的。再也看不到冬天炕上放
火盆了，火盆的冬天离我们越来越远，儿时的记
忆，至今难忘。

火盆的冬天
房国臣

9月19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扩大
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
策，分析了形势，初步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
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接
迎中共中央从各路派往东北的大批部队和干部，
准备抗击国民党武装抢占东北”。同时，确定当前
的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及资材，严厉镇压汉
奸、敌特，加紧剿匪，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
产；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扩
大人民武装，准备同国民党军打仗；在农村组织群
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在广大城乡大力
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等。

在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四平的地理位置
和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四平在伪满洲国后期是伪
四平省省会，有10万余人口。城区北有兵营，西有
飞机场，市内有军用仓库。四平地处松辽平原的
腹地，南邻沈阳，北邻长春，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
脉经过四平，向南可通营口、大连、锦州、山海关，
向北可达哈尔滨、牡丹江，向东与西安（今辽源）、
通化、辑安（今集安）相连，向西可达郑家屯、通辽、
洮南和齐齐哈尔。从战略地位上看，四平在当时
不仅是交通枢纽，也是通向东北北部的重要门户，
是兵家必争之地。四平周围各县是玉米、高粱等
农作物的主要产区，素有“东北粮仓”之称。正因
如此，国共双方都十分重视四平的战略地位。

日本投降后，四平地区社会秩序混乱，形势十
分复杂。伪满政权迅速垮台，伪官吏摇身一变组
成了维持会，准备迎接国民党的到来，邀功请赏。
地主武装、流氓土匪趁机蜂拥而起。在四平市，赵
翰臣当上了维持会会长，在梨树县，伪县长崔宝山
把伪梨树县公署原封不动直接改为维持会，士绅
孙赫然为维持会长，伪警察成了保安队。梨树官
场除几个自知有罪的人出走外，伪满组织以另一
种形式依然存在。在双山县，伪双山警务科长张
德润摇身一变成为双山地方维持会会长。在郑家
屯，旧官吏、士绅姚清泉、杨瑞堂、靖国儒等人组织
了辽源县地方维持会。在伊通，伪通阳县县长刘
曦当上了县维持会长。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
接收大员到达前，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勾结伪满残
余势力，收编各种反动武装，制造反动舆论和恐怖
事件，破坏社会秩序，给东北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二、苏军对四平的军事管制
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

的部队进驻郑家屯；同日晚，其先头部队进入四
平；20日进驻公主岭，同日，在贝洛夫中将率领下，
苏军大部队进驻四平。进驻四平后，苏军成立了
以魏久根斯基中校为首的苏军四平警备司令部、
以米哈依洛夫中校为首的苏军驻四平宪兵司令
部，解散了赵翰臣的维持会，又重新组织了辽北
省、四平市地方治安临时维持会，毕赞华、王瓒分
别为省、市维持会长。四平市的公务活动，形式上
主要由新成立的维持会在管理运行，实际全是苏
方在掌控一切。苏军对四平实行的军事管制一直
持续到1946年3月13日撤出，期间苏军司令部有
时也直接发布关于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命令。

（未完待续）

小时候的冬天，冰天雪
地，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
饭。那时，乡下屋里没有炉
子，没有暖气，每家炕上放着
一个火盆，漫长的冬天就靠火
盆取暖御寒。有老头老太太
的人家，白天坐在炕上守着火
盆，叼着旱烟袋，吧嗒吧嗒地
抽个不停，打发时光“猫冬”。
女人们围着火盆做着针线活，
不时翻一下火盆里的火熏熏
手。在物资匮乏的年月火盆
是唯一过冬取暖的器材。

刘家馆子镇位于梨树县西北部，距县城60公里。北与
双辽市所辖的柳条乡、东明乡隔河相望，西和辽宁省昌图县
三江口镇接壤，南为本县的林海镇，东为沈洋镇。刘家馆子
镇地界线呈矩形，东西宽（约27公里），南北窄（约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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