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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
四合院的大贡献

在泊头市大运河畔解放桥
旁，有一座青砖青瓦、古色古香
的四合院。它默默伫立，整洁清
雅。地处闹市区的它，无声地讲
述着那一段战火纷飞、催人奋
进的历史。

1941 年 1 月至 194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
部（以下简称华北局城工部）共
转移了 13个驻地。这里是华北
局城工部的最后一个驻地，也
是唯一保存比较完好的旧址。

“它从外面看着像两层，实
际上到里面你会发现只有一
层。”泊头市委办公室党史办主
任哈增平早早等在院里，他告
诉记者，这个院子是 100 多年
前山西商人所建的当铺，后来
成为直隶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的
最初校址。1948年4月至12月，
这里是华北局城工部的工作驻
地。华北局城工部对外以“华北
建设公司”名义开展工作。

“这座看似普通的四合院
承担了不凡的使命。华北局城
工部在这里培训青年革命干
部、护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赴
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领导平
津地下斗争、护厂护校、获取傅
作义部偷袭西柏坡的情报、智
取国民党军队天津城防图以及
在天津解放和促成北平和平解
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哈增平说。

故事一
智取天津城防图

“天津城防图并不是一张
图，而是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和
天津警备司令部根据战事需要
修筑的城防基础设施和新增设
的军事工程图的统称。获得这
两张图纸，攻克天津时解放军
的炮火就像‘长了眼睛’，准确
无误地攻打目标。根据中共中
央的指示，华北局城工部在部
长刘仁的领导下为此做了大量
工作……”哈增平向记者说起
了地下党员智取天津城防图的
故事。

国民党为固守天津，修筑
了永久性的城防工事。天津地
下党多方搜集，实地验查，绘制
成《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
图》，上面标有城防的外围线，
护城河上口、下底的宽度、深
度，交通壕沟等工事详细数据，
还有碉堡的位置、形状、出入
口、厚度、高度及枪眼位置、尺
寸规格。他们翻拍复制后，经过
化学处理让表面图像消失。后
来，他们将它裱糊在一对农村
夫妇照片的背面，然后派交通
员雇马车送往泊头。在转移运

送这张图时，遇到劫匪打劫，交
通员以“这是遗照，留作纪念”
为掩护，才安全地将城防图送
到华北局城工部。

另一位地下党员利用与负
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在同
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
城防工事布置总图进行复制。
这张《天津城防工事布置总图》
不仅将城防碉堡设施一一标
出，而且还有城防碉堡的尺寸
规格、高度、明暗之别、射孔位
置等。这张图由地下党员送往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这些情报的提供，为中央
在解放天津中的战略决策和战
术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天津
战役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
楼，在天津解放10周年时指出：

“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
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
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
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
么位置、敌人在哪儿、碉堡在哪
儿、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
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
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故事二
“留人”的刘仁

1948年夏季以后，国民党
政府败象日益明显，我军解放
大城市的日期也越来越近。在
此形势下，中央决定动员大批
党员和进步学生、城市工人到
解放区学习、工作，为将来培养
干部。

1948年，在刘仁的带领下，
华北局城工部在泊头一共开办
了 3 次培训班。这些参加过培
训班的工人和学生在平津解放
前宣传组织群众保护工厂、学
校，迎接解放，并在平津解放后
参加接管和管理城市的工作，
为平津的解放和城市接管工作
作出了重要贡献。

护送在敌占区受国民党反
动派迫害的进步人士到西柏
坡，共商建国大计，也是当时华
北局城工部的一大贡献。他们
保护了建设新中国的一批杰出
人才，其中有吴晗、刘清扬、符
定一、周建人、田汉、蓝天野等。

1948年 10月，国民党政府
策划，将平津大专院校南迁。为
此，城工部动员一切力量开展
统战工作，广泛对各大专院校
的教授、专家、学者进行访问，
宣传党的政策，阻止国民党的
南迁计划。他们为即将诞生的
新中国留下了宝贵的人才——
1155名教授、专家和学者。

“你把教授都留下来了，一
个也不留给蒋介石，难怪人家
把你的名字叫成‘留人’啊！”
1949年夏，周恩来风趣地对刘
仁说。

传承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泊头市依运河而生，因运
河而兴，缘运河而得名，自古商
贾云集、人流如织、交通便利、

工业发达。这里解放时间早、群
众基础好，为华北局城工部开
展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

1948年 12月，随着革命干
部兵分两路接管平津，华北局
城工部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正式谢幕。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泊头旧址曾
一度作为胜利百货商店的仓
库，1998年由泊头市政府收回。
1999年，旧址由北京市文物局
拨款进行修缮布展并对外开
放，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它
先后被命名为“河北省中共党
史教育基地”“河北省国防教育
基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沧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 7月，泊头市委、市
政府多方筹资 620 余万元，对
城工部旧址进行了改陈布展。
它现占地面积 2500平方米，其
中展厅面积 500 平方米，集思
想性、教育性、艺术性和参与性
为一体。

华北局城工部泊头旧址对
外开放以来，采取多种形式对
党员、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累计接
待参观人员10万余人次。

巨变
“幸福新城”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步入
位于泊头市区的运河景观带，
绿树垂荫，清风拂面，燥热瞬间
不驱而散。游人三三两两而至，
或漫步林荫花径，或围坐笑
谈，好不惬意。泊头市以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以运河
为主线，整合特色资源，倾力
打造大运河全域旅游带。

“如今，泊头运河两岸风光
秀美，成为我们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泊头市民崔佳佳说。

近年来，泊头市坚持以实
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赢得民心，
全力打造“幸福新城”，让人民
群众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

沈静静曾是泊头市郝村镇
徐陈庄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她的公婆年老多病，她的丈夫
因双侧股骨头坏死失去劳动能
力，她家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
孩子，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

听说沈静静有卖面条的想
法后，相关部门及时帮她办理
了小额贷款。沈静静的小店顺
利开张了，迎来了不少客人上
门。

在泊头，像沈静静家一样
生活困难的家庭，在各级部门
的精准帮扶下，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起来。

“做梦也想不到，我家日子
能过得这么好。”说起如今的生
活，沈静静一脸笑意。

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写就辉
煌，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见证幸
福。泊头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
们，正在阔步前行。

扫码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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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中 共 中
央华北局城市工
作部泊头旧址，了
解 红 色 历 史 ……
请用手机扫描二
维码，观看相关视
频。

于无声处听惊雷
——走进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泊头旧址

本报记者 祁晓娟

了解那段闪光的历史了解那段闪光的历史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华北局城工部旧址华北局城工部旧址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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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胜利东路瀛安大酒店（四星）1层
西大厅招租，建筑面积约306平方米。

详情咨询电话：18034275102

招租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