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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城工
部在平津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
地下情报网，无论是在国民党的
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
社，还是街头、店铺、抑或胡同
口、四合院，几乎都有地下党的
情报员。通过秘密交通站，城工
部与平津地下党联系，传送情报
和信件、护送来往人员等。

向党中央提供国统区报纸，
是各交通站的一项特殊任务。城
工部将报纸汇总后，送给党中央
负责同志，有利于党中央掌握全
国战局、敌人动态、了解社会各
阶层的情况。

1948年10月，《益世报》采
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获
取了傅作义欲偷袭西柏坡的情
报，他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迅
速将情报传到城工部，再报告给
党中央。党中央及时进行军事部
署，并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了这
一阴谋。

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平津
战役如弓在弦。城工部指示平津
地下党，摸清国民党防御体系的
具体内容，并尽快绘制成地图。

天津地下党员麦璇琨多方
搜集，实地验查，绘制成《天
津城防图》，交给大众照相馆经
理、地下党员康俊山。康俊山
将图纸经化学处理后，裱糊在
一张农村夫妇 12 寸大照片后
面。地下交通员赵岩去泊头途
中遭遇劫匪，所带物品被洗劫
一空，却机智地说动劫匪，带
走了这张照片。1948年 10月，
他将照片送到城工部。

1949 年 1 月 14 日，解放军
仅用 29个小时，就全境解放了被国民党视为固
若金汤的天津城。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
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
的。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
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
具体的交待，为部署天津战役，作出重要贡献。

天津解放后，北平面临大兵压境之势。在刘
仁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对傅作义展开了工
作。他们联系了傅作义身边的人，如华北“剿
总”副司令邓宝珊、联络处长李腾九、老师刘厚
同、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等。他们随时了解傅作义
的动态，及时向地下党汇报，再由地下电台向城
工部发电报，最终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 12月，华北城工部从泊头出发，兵
分两路，一路由刘仁带队，奔赴长辛店，准备参
加接管北平的工作；一路由杨英带队，到达胜
芳，准备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此后，工作人员
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华北城工部完成了历史使
命。

时光流转，73年后。
初秋的雨后，走进幽深静谧的泊头城工部旧

址，雨滴顺着瓦檐滴落在地面的青砖上。导游
员边介绍情况，边提醒：“小心苔藓，路滑。”

身处这座古朴的红色建筑，让人产生深沉
的历史感。一次次驻足在展牌前，看着黑白照
片上那一张张年轻的脸，还有那报务机、电
台、密码本、那送给房东的毛衣、那写来的信
件、附赠的照片……

站在李雪和方亭的照片前，几度猜想：这些
绝密级别的情报，哪些是经验丰富的李雪传递
的，哪些又是年轻的方亭发出的？

李雪，男，英俊帅气，公开身份是电料厂
老板，谁能相信，这个每天开着大摩托招摇过
市的年轻人，会是北平地下电台负责人？

方亭，女，城工部北平地下电台译电员。
老年的方亭，在接受范凤池采访时，还能写一
手娟秀的钢笔字。她把自己在城工部工作时的
照片赠送给范凤池。照片上的她，19岁，留着
学生头，前侧头发用一个白色卡子卡在一侧，
穿着深色的半高领毛衣，浅色的领子翻出来，衬
托着那张年轻、纯净的脸。

城工部外，运河水静静流淌，老百姓逛街散
步，喜乐安然。当年，梳着两条大辫子的于陆林
在城工部生下女儿，并给她取名孟运的时候，期
待的就是这样吧：我们愿意付出热血和生命，只
是希望未来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一直以来，沧州人对华北城工部的认识，还仅限于泊头。
其实，它成立于1941年，先后五易其名、13次变更工作驻
地。泊头是最后一个工作驻地，也是领导城市工作极大发展和
工作成就最为卓越的时期。

经过3年努力，泊头文史学者范凤池几上京津，多番寻找
亲历者、知情人，为华北城工部丰富了肌理和血肉，让这段历
史更清晰、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有质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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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泊
头只是华北城工部的
驻地之一，肃宁北曹
庄，沧县窎庄（现属
运河区）、韩郑庄、
高庄子，沧州火车
站，都曾是城工部的
驻地。”

在泊头市运河西
岸华北城工部门前，
范凤池的一句话，让
人眼前一亮。

一直以来，沧州
人对华北城工部的认
识，还仅仅限于泊
头。而今，打破这一
认识的，也正是泊头
人。

范凤池，泊头文
史学者，64岁的谦谦
长者，长年致力于泊
头地方文史研究。
2018年，泊头市委、
市政府准备对华北城
工部泊头旧址进行修
缮，邀请范凤池整理
有关史料。他几赴京
津和华北城工部其他
驻地，采访亲历者和
知情人，参阅十几部
相关书籍，最终完成
洋洋洒洒 40 万字的
《城工部在泊头》。

他说：“在北京
采访方亭时，老人已
90高龄，满面沧桑。
她拿出在华北城工部
工作时的照片。那
时，她19岁，风华正
茂。接过照片的瞬
间，忽然感到，我接
过的更是一段历史，
以及那段历史亲历者
的重托。”

在华北城工部门前广
场上，从南至北，每间隔
1米，排列着13块黑色条
石。每块条石上，按时间
顺序，依次注明城工部变
更的工作驻地。走过这些
黑色条石，仿佛穿越时光
隧道，把人从 1941年驻
扎在阜平县易家庄的中共
中央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
员 会 ， 一 下 子 带 到 了
1948 年驻地泊头的中共
中央华北局城工部。

“华北城工部是中共
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从
1941年1月成立，到1948
年 12月撤销，先后五易
其名，转移了 13 个驻
地。城工部泊头旧址是城
工部的最后一个驻地，也
是唯一保存较完好的旧
址。”

时 光 回 溯 到 1948
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
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
央华北局，驻扎在沧县韩
郑庄、高庄子、沧县火车
站的晋察冀中央局城工
部，完成历史使命。而此
时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
坏，沧州距离天津太近，
为华北局城工部重新选
址，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考察，城工部部
长 刘 仁 决 定 选 址 泊 头
（当时称泊镇）。这里位于
沧州市南 40公里的津浦
线上，大运河穿镇而过，
水路交通方便，是连接华

北、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这里还是敌我
两军的拉锯地带，便于开展地下工作。

黑色条石的尽头，是一座山西风格的
青砖建筑。当初，它被城工部相中作为机
关办公用房，很大原因在于建筑的隐密
性。这是一处“凹”字形的深宅，外面两
层窗户，里边实际是一层。大门一关，隐
蔽森严。为了保密，对外挂“华北建设公
司”的牌子。

“从1948年4月到12月，城工部在泊
头虽然只有9个月，但在培训青年革命干
部、护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共商
建国大计、领导平津地下斗争、为天津解
放、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等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城工部最繁忙、最出
色的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范凤池说，采访时，说起泊头城工
部的辉煌历史，亲历过的老人们都心驰神
动，以此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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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城工部已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曾经神秘的中共中央地
下工作领导机关，随着
时光的消退，也揭开了
历史的面纱。译电员、
报务员、交通站……以
及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电
台、密码本、报务机
等，逐一呈现在参观者
面前。

“我们采访的第一
个人，叫王文平。几年
前，他和妻子一起来参
观时说，自己是在泊头
城工部出生的。”站在
王杰、杨桂芝夫妻的展
牌下，范凤池说，寻访
城工部的历史，就是从
王杰、杨桂芝的儿子王
文平开始的。

王杰是城工部工
运、民运、学运、统战
四个系统的统计负责
人，杨桂芝是一名译电
员。城工部迁到泊头
时，杨桂芝已经怀孕。
当时工作人员租住在城
工部机关附近。在上店
街路南有两处民宅，西
边住着刘仁一家，东边
住着王杰一家和冯东生
一家。王文平就出生在这
里。母亲晚年，拿出自己
使用过的密码本，告诉了
他这段尘封的历史，并叮
嘱他：“有机会去泊头看
一看，那里有我和你父
亲革命的足迹。”

如今，杨桂芝使用过的密码本静静
地躺在城工部的展室里。这个被老人秘
密保存了一辈子的密码本，完成了历史
使命，现在可以公开面世了。

通过王文平，范凤池很快找到了城
工部的很多亲历者，以及他们的后代。
曾经并肩奋斗的战友们，怎么可能失去
联系？译电员方亭、工作人员杨志英、
李大伟、岳祥，还有刘仁的儿子刘建、
佘涤清的儿子佘海宁、以及赵凡的女
儿、于陆林的女儿……

“我叫孟运，就出生在城工部。城
工部就在运河边，于是母亲给我起名孟
运。”一见范凤池，70多岁的老奶奶就兴
奋起来。抗美援朝时期，曾有一幅《我
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画中那个手捧
和平鸽的小女孩儿，就是城工部工作人
员于陆林的女儿孟运。从小女孩儿到古
稀老人，连城工部的孩子们都已垂垂老
矣，更何况那些亲历的老人们？

每一次寻访，范凤池都感到自己在
和时间赛跑。虽然城工部早在 1948年
12月就撤销了，但很多老人一生严格
遵守保密规定，即使对家人，也很少吐
露当时的情形。而现在，这些老人最年
轻的也已 90岁，抢救他们的故事，就
是抢救城工部的故事，抢救中国革命史
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城工部是从事地下工
作的，按照保密规定，大家
互相之间不接触、不打听。
外出时，都戴上围巾、口
罩，即使参加培训，也都
捂得严严实实，互相之间
谁也见不到谁。”远在沈阳
的原城工部报务员王岚，
通过女儿李军告诉记者，
城工部自创的蜂窝式培训
法，既适合地下工作的需
要，又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
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
革命和建设，积聚了大量人
才。

历史上神秘的蜂窝式培
训法，如今通过声光电的形
式，在城工部展馆中得以再
现：上课没有教室，在大院
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
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
了像棋盘一样的“包厢”。
学生们用毛巾裹得严严实
实，被专门的人员领进“包
厢”。一堂课下来，老师看
不见学员，学员之间互相也
看不见。

“当时的泊头有‘华北
小延安’之称，北平、天津
的很多进步学生向往这里。
他们冒着千难万险，穿过国
统区，来到泊头。城工部设
有学生室，专门接待从平津
而来的大中学生，让他们
接受短期训练，再根据具
体情况，有条件的，派回
平津继续工作；不能回去
的，党员送往华北局党校
学习，非党员送往华北联

合大学。”范凤池介绍，城工部在泊头期
间，向解放区培养输送青年学生 1000 多
人。

这 1000多名学生，因为不属于城工部
工作人员，大多没有记载。但是，杨荣、方
堃却是一个例外。他们是清华大学的进步学
生，也是一对恋人。1948年8月，因为参加
示威游行，二人被列入国民党大逮捕的黑名
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来到泊头城工
部。9月10日，经党组织批准，二人结为夫
妇。结婚时，党组织特意买来一块红布，用
毛笔写上“结婚纪念”。两个人始终珍藏着
这块红布。如今，泊头城工部展馆里陈列着
他们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年轻时结为革命伴
侣的他们，一张是老年时一起展示结婚红布
的他们。岁月流逝，青春不再，红布也已褪
去了色彩，但两个人的笑容还是一样的纯净
无邪，仿佛在告诉人们，红布背后的革命理
想永远不会褪色。

城工部还承担着输送进步民主人士到解
放区的重任。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
一”口号，其中一条就是，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协会
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久，中央邀
请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准备召开新
的政协会议。

在周恩来的缜密谋划下，民主人士赴解
放区参加新政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为南
线，香港和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走海路到东
北解放区；一条是北线，平津和途经平津的
民主人士走陆路到华北解放区。北线护送由
华北城工部负责，民主人士从北平或天津
出发，经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的交通
站，送到泊头城工部，转送石家庄，再送
至西柏坡、李家庄。泊头城工部成为北线
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最前哨和转运站。
吴晗、张申府、刘清扬、周建人、符定
一、楚图南、田汉、焦菊隐等，都由城工
部安排，绕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陪同的
交通员灵活应变，巧妙周旋，多次化险为
夷，将民主人士安全送达西柏坡，没有出现
过一次失误。

周恩来听取刘仁汇报后说：“你把大家
留下了，不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名叫

‘留人’（刘仁谐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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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凤池搜寻华北城工部历史历时范凤池搜寻华北城工部历史历时33年多年多。。

城工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城工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育基地，，社会各界经常来参观社会各界经常来参观。。

城工部旧址是一座城工部旧址是一座““凹凹””字形的山西风格建筑字形的山西风格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