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矗立七十二年的山东人民兵工总厂原厂址：

存留的红色记忆
刻印着兵工本心

天天学党史
党史学习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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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0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1978年5

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
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
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发表。当
日，新华社转发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
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这篇文章鲜明提出：社会实
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
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
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
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
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
展开。 据人民网

五四青年节前夕，
一群青年官兵来到湖南
省宜章县五岭镇邓家湾
村。在邓中夏故居，他们
通过聆听微党课、参观革
命文物、重温入党誓词等
形式，学习邓中夏光辉事
迹，缅怀革命先烈。

邓中夏，1894年10
月生，湖南宜章人。1914
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
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
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
系学习。1919年参加五

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
的行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
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
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了北京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
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1920年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
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
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1日，他作为长
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
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他
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
制定，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

《中国青年》杂志。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
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1925年中华
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
工作，不久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坚决主张在南昌举
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央派遣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
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势，提出建议。随后，参加
党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
武装起义的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
会，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中央
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
记、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
鄂西的武装斗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争，任全
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随即被叛
徒供出身份。蒋介石闻讯后亲自过问，并令立即将邓中
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共产
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
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
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
还是共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
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邓中夏是宜章这块红色热土上涌现出的无数英
雄儿女中的杰出代表，是宜章人民永远的骄傲。”宜章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润槐说。为纪念邓中夏，宜章县于
1994年建成中夏广场，并为他立铜像。每年清明，当地
党委政府都会组织干部群众、学生代表等献花祭奠。

邓中夏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第一批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0年10月，宜章县启动邓中夏故
居提质改造工程，对故居进行修缮、保护，并新建邓中夏同
志生平事迹陈列室等设施，预计于今年底完工。据新华社

邓中夏：
骨纵成灰 矢志不渝

邓中夏(资料照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晓光

留住兵工记忆

谷雨前后的淄博，气温微凉。
位于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石炭

坞的一座三层小楼，隐藏在一片绿
意盎然之中。

斑驳的墙面，满是裂痕的地砖，
印满沧桑的老厂房……如同一个历
经风雨的老人，向每一位到访者讲
述着当年山东人民兵工在国家生死
存亡的时刻,冒着枪林弹雨、汉奸出
卖、偷袭暗杀的危险,筚路蓝缕、前赴
后继的悲壮故事，同时也描绘着他
们从简单地维修枪械到翻新仿造枪
炮弹药再到自主研发出高科技武器
的辉煌岁月。

这里就是山东人民兵工总厂原
厂址，自1949年建立至今，已有七十
二年的历史。

为铭记这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传
奇、不能遗忘的红色记忆，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进这里重温那
段历史。

这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建筑。穿过
内厅，山东人民兵工历史博物馆展厅
进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视野。
墙上的展板、厅内的展品……清晰地
记录了这段峥嵘岁月。

这段岁月也在电影《苦菜花》中
展现。影片中，除记录胶东半岛军民
不屈不挠抗击日寇的情节外，女主
人公冯大娘的儿子德刚为保护兵工
厂而牺牲的剧情令人印象深刻。而
这位壮烈牺牲的“纪铁工”，正是抗
日烽火中千千万万山东人民兵工人
员的缩影。影片中兵工厂的原型就
坐落在这里。

时间推移。战争的硝烟渐渐散
去，但山东人民兵工并未远离了公
众的视野。2014年10月，山东特种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淄博功力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成
立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山东北方功力
科技有限公司（北方功力）。

据该公司一名负责人介绍，北
方功力成立后，在积极开发生产世
界级的破碎、筛分设备的同时，也着
手挖掘山东人民兵工这块厚重的红

色资源，“历史不容忘却，兵工精神
更需传承”。

2015年9月1日，随着山东人民兵
工历史博物馆、中国现代兵器文化创
意园建设项目在淄启动，国内第一个
以人民兵工题材为主题建设的博物
馆、文化创意园正式开工建设。

其间，充满年代感的老厂区、锈
迹斑斑的工厂大门，破旧的墙砖以
及厂内存留的旧设备，都被完整地
保存下来。

“这是山东的兵工记忆。”上述
负责人说，如今他们正延续过往的
轨迹，用这家企业骨子里的红色基
因来打造企业文化。

他说，先辈们怀揣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的梦想，用勤劳和智慧、忠诚
与担当，铸就了企业文化的灵魂，谱
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
这些故事，如今穿越时空又一次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同时，也在激励着
后人砥砺前行。

可以说，山东人民兵工从诞生
的那一刻起，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
注定了她神圣的使命。从舍身救国
时的土法上马，到挺身建国时的勤
俭勤劳，再到保家卫国时的志在必
得，到舍家强国时的开拓创新……

“一切为了前线、把一切献给党”的
战斗口号始终萦绕在兵工人的耳
畔；“服务国家国防安全、服务国家
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被他们始终
肩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
取、无私奉献”的人民兵工精神更是
被他们始终传承……

展馆负责人表示，目前，山东人
民兵工历史博物馆正逐步建设完善
当中。下一步，他们将对厂房在保留
原始历史记忆面貌的基础上，进行
建筑的稳固和加工，在老厂房内建
设兵工制造体验区，在后山设立指
引牌，并修缮山路，使前来参观的人
们能够亲身体验、触碰兵工历史的
真实脉络。

不忘兵工本心

众所周知，兵器行业充满挑战
和机遇。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里的
兵工人依旧保持优良传统，力争上

游，从不言败，即便是在市场困难
时，也始终坚信浴火重生的那一天
终将到来。

比如说，目前展现在记者眼中
的“北方功力”。

据悉，这家企业沿着先辈们的
道路，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红色
基因打造企业文化，以国际技术和
军工品质，争做中国最美的机器工
厂，让机器文明之光闪耀世界。

发展需要艰苦奋斗、勇往直前
的干劲 ,更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
前述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高
度重视军工文化建设和军工文化
基地的创建工作,做到思想认识到
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
为公司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建设
精益卓越的企业文化注入了强大
的动力。

记者走进曾经的博山区石炭坞
山东兵工总厂旧址，即现在的北方
功力东厂区看到，忙碌的车间内，机
器轰鸣，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而
有序地工作着……

当这样的一幕与那段澎湃的岁
月叠加，中国兵工之魂也穿越历史
的时空进入我们的视野。

据一名安保人员表示，每逢节
假日和寒暑假，总有不少人来到这
里，参观见证一代代兵工人在艰难
岁月中，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创造
的一个个奇迹。

记者获悉，近年来，伴随着这里
连续荣获“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

“国防科技工业全国军工文化教育
基地”等称号。当年的老厂房，也已
被省委宣传部指定为“山东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同时还是“新中国
机械工业影视拍摄基地”“央视大型
纪录片《兵工记忆》拍摄地”。

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厂房中
的兵工精神和一代代兵工人的兵工
本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
头越”，由原来的随军厂(所)，到相
对固定的兵工厂，再到目前汇聚于
一起的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到北方功力……这片英雄的土
地上，挥洒着兵工传奇，矗立着国家
兵魂。

铁血荣光，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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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民兵工总厂

1937年11月，日寇铁蹄踏入齐鲁大
地。山东一批手艺匠人纷纷带着工
具加入人民军队随军修械。

1938年3月，随军修械所诞生，山东
人民兵工这支“步行铁军”也就此孕育。

1949年山东地区全面解放，同年1月28
日，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工矿部第一军工
局将所属鲁中二厂、鲁中三厂、鲁中六厂、
滨海五厂、滨海八厂、鲁南九厂、鲁南十厂
的主要部分，迁至现博山区五阳山下东石
马村，合编组建“82毫米迫击炮厂”，这标
志着山东人民兵工总厂正式诞生。

1951年7月26日，重工业部将厂名定为
“中央兵工总局山东兵工总厂”。

山东总厂成立大会合照。

这里已是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现在为“北方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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