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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郑州二七纪念塔，是中国最年轻的“国
保”单位，明年即将迎来 40 岁生日。近 40
年来，二七塔不仅承载了纪念那次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使
命，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为郑州这座城市
的标志性建筑物和精神载体。

本报周刊中心与郑州二七纪念馆联合
发起征文，诚征当年建塔的领导、工程技术
人员、施工单位，二七烈士的后代、铁路工

人、塔的工作者与守护者及有经历的市民讲
述与二七纪念塔的故事。

征文时间：2010年6月至12月
字数要求：千字左右
投稿方式：zzcceqg@163.com

zzwblm@163.com
（请注明征文字样）

咨询电话：66959799、67655660

“我与二七纪念塔的故事”征文启动

请你讲述与二七塔的故事

一辈子都忘不掉二七纪念塔 □杜光松

二七塔与二七大罢工英烈 □杜丰芮 王瑞明

那年冬天，父亲参加修水库，在战天斗地红旗飘
飘的施工现场，拉着一架子车大石头拼命往堤坝上
冲，不料人仰马翻被砸成重伤，生命垂危，由县城火
速转院到郑州救治。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带着一岁
多的我坐火车赶来。走出站台已是灯火阑珊，高大
挺拔的二七塔巍然耸立眼前，显得非常雄伟壮观。

颠簸了一路的我又冷又饿，母亲背着我，茫然四
顾，于是就朝塔走来，那里有一位卖红薯的老大爷。
母亲给我买了一块红薯，又打听了河南中医院怎么
走，就摸黑一路奔波找到了医院。正在陪护的大伯
突然看见我们母子到来，真是又惊又喜。

父亲在这里住了一年院，最终痊愈康复。临走
时，主治医生杨大夫对我父亲说，你能捡回一条命是
个奇迹，回去好好休养，啥也不用干，把孩子看大就
行。可父亲回来后照样干活，一点也闲不下来，至今

八十多岁了仍在种地。在父亲住院期间，母亲两地
忙碌，但她从没有向困难低头，坚强地挺了过来。后
来，我们一家人每每谈到父亲住院的事儿，母亲就说
郑州地方大真美，可印象最深的还是二七塔，别的地
方记不住，这塔一辈子都忘不掉。父亲就逗他说，那
次他大伯带咱们去登塔游玩，就你胆小，你要是能站
在上面看看整个郑州，那才开眼哩，遗憾了吧？母亲
低头笑了，爽朗地说我是舍不得花钱呢。

巍峨的二七塔虽说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朦胧
的记忆，可直到我上初中读历史书和查阅资料才懂
得二七塔是一座英雄塔。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
各站工人在郑州普乐园（今二七纪念堂），成立京汉
铁路总工会。由于遭到封建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大
会决定在 2月 4日举行全线总罢工。2月 7日，军阀
吴佩孚、肖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郑州、江岸、

长辛店的罢工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全线工人同仇
敌忾，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就是著
名的“二七大罢工”。 1951年，在原“长春桥”旧址附
近修建了二七广场，当时场内建一座 15米高的木制
纪念塔。1971年改修成现在的塔式。

我非常仰慕二七塔，梦想有朝一日去登临，就发
奋读书要考郑大，然而却未能如愿，只好到了西安读
书。那年元旦，考取郑大的同窗好友到西安玩，我们
俩登上了大雁塔，享受着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指点
江山的潇洒。好友相约，明年五一期盼着我到郑州
登临二七塔，感受不一样的风采，那是英雄之塔，自
有豪迈之气，感天动地，功照日月。

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我没有能够登临，但在我
的心中，二七塔，早已扎下了根，时时激励着我向
英雄学习，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美丽的一页。

作为一名铁路人，多少年来，为追忆二七大罢工
的壮举，继承和发扬二七传统，我们走访过当年健在
的二七老工人姜海世、李德全和郑国钧等；查阅过中
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所著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和回忆二七罢工等书刊，为歌颂
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把一份份热情
和虔诚汇入笔端，写出了10多篇有关二七大罢工和二
七烈士造就了二七纪念塔、二七广场、二七路等史料，
被市、区文史资料征用；整理出的二位烈士汪胜友、司
文德生平传略被志书收录，让人们认识和深刻了解烈
士的成长过程与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汪胜友，原名汪胜久。1904年到京汉铁路江岸
机厂做工，随后又到郑州机厂（现今郑州铁路局郑州
机务段）当镶配匠。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二七大罢
工。1925年 2月 7日，郑州分工会又宣告成立，汪胜
友被选为分工会委员长。

1925年6月2日，他组织铁路工人参加郑州市民
支援“五卅”运动的大会。他还发动组织抵制英日货
的青年敢死队，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汪胜友组
织工会秘密小组经常出没在京汉铁路线上，通过破
坏直系军阀的铁路运输对吴佩孚进行打击。

1926年9月17日下午，吴佩孚败退到郑州后，疯
狂镇压工人运动。由于叛徒乔金生和工贼张世荣的
告密，10月6日，反动军警将汪胜友逮捕，以“有破坏
黄河桥的嫌疑”为名，于10月15日上午，将汪胜友杀
害在郑州长春桥（现二七塔位置），时年55岁。

1927年 6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将汪胜友的忠骨
运回安徽巢县家乡安葬。1952年4月5日，经郑州市
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汪胜友为“二七”烈士。

司文德，1918年夏，考入京汉铁路第二工务总
段郑州分段，在郑州 192棚当养路工，1922年初担
任副棚首。1921年 9月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
成立后，司文德是积极分子。经他组织宣传，京汉
铁路郑州工务段 200多名养路工参加了工人俱乐
部。1922年 4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改为郑州铁
路分工会，司文德被选为工务处会员总代表。1923
年 2月 4日，司文德领导工务工人参加了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罢工斗争失败后，司文德
于 2月 13日被捕，并于 26日下午，将他和
其他被捕工人解往保定直豫鲁巡阅使署
军政执法处监狱。

司文德被关押期间，京汉铁路局长兼保定府
直豫鲁巡阅署军政执法处长赵继贤规定对“二七”
工人脚戴生铁铸的 8斤重镣，颈负 7尺长的锁链，
每天晚上将几个人锁在一根横梁上，再给每人加
上一副手铐。赵继贤审讯工人时，除拷打外，还用
坐老虎凳、跪铁刺链和走火鏊子等酷刑。司文德
蹲狱 7个月，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同年
8 月，郑州铁路工人凑钱将司文德“赎”了出来。
1925年 2月 7日，郑州分工会恢复时，又被选为工
务处工人总代表。

1925年 8月 17日，司文德带领工人纠察队前去
支援郑州豫丰纱厂工人为抵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举
行的罢工斗争。1926年 7月，司文德组织起工会秘
密小组，经常出没在郑州附近的京汉铁路线上，破坏
吴佩孚的军车运输。9月 17日下午，由于叛徒乔金
生和工贼张世荣、贾鸿顺的出卖告密，10月6日夜司
文德被捕。以“有破坏黄河铁路桥嫌疑”为名，于
1926年 10月 15日上午将司文德杀害在郑州长春桥
（现二七塔位置），时年30岁。

1927年 6月，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将烈士忠骨
运回汤阴县故乡安葬。

1952年 4月 5日，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追认
司文德为二七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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