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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磊 中共（青
岛市）即墨区委党史中心 林思敏

1928年10月，中共即墨支部在即
墨城秘密成立了。它是党在即墨这块
处女地上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的火种，
如流星般照亮了千年古城。
因为当时一切行动都在秘密中进

行，亲历者或牺牲，或失踪，或病
故……没有系统的资料留存，对这一
壮举的记载一直比较模糊。
近日，半岛全媒体记者与中共（青

岛市）即墨区委党史中心的同志一起，
翻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从碎
片化的史料中，梳理出大体脉络，粗略
还原了即墨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的红
色轨迹。

背景：
“夹缝中”建起的即墨
首个党支部
说起即墨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中共（青岛市）即墨区委党史中心原科
长、编辑金涛善用了八个字评价———
乌云笼罩，很难想象。
对于为何说“乌云笼罩”，金涛善解

释说，根据《即墨县志》《即墨文史资料集
萃》等文献关于同时期史实的记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
狂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范围内党的活动
进入低潮。蒋介石武力加快“统一”中国
的步伐，未料到在山东遭到日军的血腥
阻拦。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
和扩大其侵华利益，悍然出兵山东，侵
入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
并占领济南一年之余。
另外，在即墨开展党的活动还要

随时提防驻扎在即墨的军阀祝祥本、
刘珍年等的袭扰。也就是说，当时建立
即墨党支部，要在国民党反动派、日
军、刘珍年等军阀等多方政治势力的
夹缝中求生存。
至于为何说是“很难想象”，金涛

善说，因为当时即墨的政治环境复杂
恶劣。这些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先驱，坚定信仰，没有暴露自己的真
实身份，以假借来即墨建立国民党县
党部的名义，建立了中共即墨第一支
部，出乎国民党人的意料。由于党的活
动是严格保密的，党支部的组织也是
单线领导，除了当事人之外，别人很难
知道是什么情况。即便是当时，档案也
是残缺不全，不会保留很多资料。所
以，他研究即墨地方史20余年，也只能
从各文献、档案、资料中，查找到只言
片语。尔后，从这些碎片化的史料中，
架构起即墨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过程的
大致轮廓。
所以，首个党支部的建立“乌云笼

罩，很难想象”。还原这段历史，因为没
有遗址、没有史料、没有见证人，而显
得步履维艰，也只能借助相关的史料，
进行相互佐证，搭建拼接。

壮举：
秘密成立的中共即墨党支部
即墨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要从

一位革命先驱说起，这位先驱的名字
叫蓝志政，曾用名蓝斌之，曾化名“蓝
志皮”。
根据《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即墨县

组织史资料》、山东省相关档案记载，
以及蓝志政侄女蓝仁博的介绍，蓝志
政1901年出生于原即墨县李家女姑
村（现属城阳区），曾在即墨第一高等
小学、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就读。在省立
第一中学就读期间，他跟中共“一大”
代表邓恩铭是同班同学。交往中，邓恩
铭的伟大抱负和远见卓识使蓝志政为
之钦佩，因而结为挚友。他们经常一起
谈论社会之黑暗、政治之腐败，并共同
探讨救国救民之路。为了把进步学生
联合起来，他同邓恩铭一起发起成立
了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期间，蓝
志政积极协助时任校报主编的邓恩铭
办报，并撰写文章，抨击旧社会和反动
统治阶级。
1919年，18岁的蓝志政考入北京

大学，时逢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早有远
大志向的他，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并被推举为学生领
袖之一，被同学们誉为“蓝大帅”。
大学毕业后，蓝志政回到家乡。适

逢中学同学邓恩铭来青岛进行建党工
作和组织工人运动。为寻求救国之旅，
蓝志政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夏，遵照中共山东省执

委的指示，蓝志政和孙希朋、赵继速回
到家乡——— 即墨西南沿海一带（今属
青岛城阳区），开展农民运动，组织盐
工盐民同垄断盐业经营的公司进行斗
争和暴动，均失败。10月，根据党的六
大精神和省执委建立党组织的要求，
蓝志政和孙希朋持国民党山东省党部
组织部长葛谭的介绍信，以筹建国民
党即墨县党部的名义，以“合法”身份
来到即墨。
他们向县长杨酉桂说明来意后，

杨县长当即拨给500块大洋作为经
费，并从县政府腾出三间房屋作为办
公室，挂起了“国民党即墨县党部筹委
会”的牌子，蓝志政任筹委会主任，孙
希朋任秘书。从此，蓝志政、孙希朋以
及时任国民党即墨县公安局会计的赵
继速，以“合法”的地位和身份秘密开
展建党活动。他们把党员发展对象选
在国民党的机关内，先后发展了12名
党员，其中，县党部筹委会2名，公安局
2名，城阳国术馆2名，盐场4名。
1928年10月20日，中共即墨支部

秘密成立，全体党员推选蓝志政为支

部书记。

艰难：
仅建立约两个月，就被破坏
支部建成后，借登记国民党党员

筹建县党部的名义，蓝志政等人积极
联络爱国人士，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一
个多月后，培养了一批发展对象，计划
再建立两个支部。但是，到了当年12月
的时候，蓝志政隐约感到党支部活动
被暴露了的迹象。
根据孙希朋后来的供述（孙希朋

1929年脱党，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
狱，1986年平反），当时蓝志政为了核
实消息的准确性，曾秘派他赶往驻泰安
的国民党省政府，并通过上层关系多方
打探。很快，孙希朋得到了回复———“你
们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被核实，不
久，将采取行动。”同时，孙希朋了解到，
即墨党支部的暴露是一位万姓的人向
国民党省党部告密。孙希朋火速返回即
墨，将情况和蓝志政做了详细汇报。一
天深夜，他们将姓万的叛徒捆绑起来，
痛打一顿，随后秘密撤离。自此，即墨
第一个党支部停止了活动。
《中共山东省组织史资料》等记
载，蓝志政从即墨回到中共山东省执
委工作，曾任省委秘书长，青岛市委秘
书。1929年4月，由于叛徒王复元的出
卖，蓝志政不幸在济南被捕。审讯中，
他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
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在狱中，
蓝志政积极联络难友，响应和参加邓
恩铭组织的越狱斗争，并在第二次行
动中，成功越狱，并安全返回即墨。对
于蓝志政等人越狱的消息，在1929年
7月25日的《民国日报》中，亦有报道，
报道中蓝志政的名字为“蓝志皮”。
越狱后，蓝志政在家隐藏了一段

时间，等敌人追捕的风声稍微平息后，
又整理行装，告别家人，重新踏上了革
命的征途。据蓝志政的侄女蓝仁博回
忆说，临行前，蓝志政留下了一张写有
“我们的‘买卖’很快就会成功”的纸
条，以此来鼓励亲人们斗争的勇气，也
在表达自己寻求真理的革命信念。
蓝仁博回忆说，当时蓝志政乘船

去了上海，从此，杳无音讯。

观点：
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不是一日之功

回望即墨首个党支部的建立，虽然
前后仅存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包
括金涛善在内的很多专家和先辈的后
人们，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是
蓝志政等革命先驱长期奋斗取得的。
根据城阳区委党史研究中心编写

的《白沙河志》的记载，1925年蓝志政
就参与领导发动了四方机车厂和青岛
日商纱厂等3次罢工及学生罢课、商人
罢市。在1928年，他受中共山东省执
行委员会的委派，赴即墨沿海开展农运
工作，组织农民、盐工成立贫农会和工
会，集结于“永裕公司”要求食盐降价。
而根据《红岛街道志》的记载，赵

继速就是蓝志政在领导盐民反对永裕
盐业公司垄断青盐输出权和增加盐民
税收的斗争中介绍入党的。当时，赵继
速仅19岁。因国民党特务万鲁屿向国
民党省党部告密，赵继速被捕，并在狱
中牺牲，英年仅23岁。
同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工作的

周育仁先生回忆说，他的父亲跟蓝志
政相熟。他年少时，蓝志政经常到他家
走动。周先生认为，蓝志政在即墨活动
的时间应该是从1926年开始的。因为
在他的记忆中，他的父亲当时被聘为
即墨县考院街高等小学的语文教师，
那时，蓝志政经常到其父亲的宿舍借
宿。周先生说，在军阀残酷统治的那种
恶劣的环境下，不太可能在很短的时
间内完成建党活动。蓝志政前期为建
立党组织做了很多筹备活动。

意义：
红色星火点燃希望
对于即墨第一个党支部的受挫，

金涛善认为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受
“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没能把党的活动
基点建立在农村，深入广泛发动民众；
第二，对即墨地方革命的特点认识不
清，对社会各阶层人士洞察了解不够，
使少数不坚定分子钻了空子；第三，缺
乏深入细致扎实的基础工作，急于求
成，结果过早地暴露了目标，致使党在
即墨的活动此后大约停止了五年。
不过，纵观即墨党史，即墨1928

年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存在的时间虽
短，但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
重大的。它在即墨这块处女地上播下
了革命的火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真
理，唤醒了一批即墨民众，播撒了希望
的种子，为后来即墨党组织的发展与
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乌云笼罩下，中共即墨首个党支部建立

孙希朋。

当时的报
纸上刊登了蓝
志政越狱的消
息。

史料中关
于蓝志政脱险
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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