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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信仰天地
——探访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 文/图 刘小希

九都杨村，位于阳谷县城东北部，郭屯镇镇政府驻地西南约2.5公
里。这里，曾是鲁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九都杨支部所在地。

2021年6月30日，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于九都杨村正式开馆。
由纪念馆大门向内走去，历史场景重现于眼前——

一间窄小房间内，摆放着一张斑驳的木桌，旁边是同样陈旧的木椅。仔
细看去，桌子的边缘被磨得油润，椅子的一根木腿已断，靠几根铁丝维持
着平衡。这些细节，仿佛在告诉我们：曾有人在桌边长年累月埋头苦读。

这套桌椅，正是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者杨耕心使用过的。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他就在这一桌一椅边，开始了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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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星火悄然燃起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能在革命战
争年代静下心来读书，并选择出正确的
道路，非常难！”说起杨耕心和鲁西第一
个党支部，原郭屯镇文化站站长杨占金
颇有感触。

年少时的杨耕心喜欢读书，考入省
立二中后，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不过，即便是出身于封建绅士家庭
的他，当时的读书条件也很艰苦。没有
钱买马克思主义刊物，他节衣缩食，一
点点积攒购书费用；没有安静的地方静
心阅读，他书不离手，走路也读书，吃饭
也读书，暗夜里，他更是时常挑灯看书
至天明；没有指导老师，他一页页翻看
那些厚重的书籍，自己摘录要点，提炼
要义，并主动向旁人宣讲。

先进的理论犹如一颗火种，点亮了
杨耕心的内心，更为其打下了革命的思
想基础。

1926年7月，阳谷县第一名共产党
员王寅生回山东发展党组织。同一时
期，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关向应
从上海来到济南，负责济南共青团工
作。在与杨耕心频繁接触后，王寅生、
关向应发现他思想进步，对革命事业有
执着的追求，于是一起介绍杨耕心加入
中国共产党。

同年寒假，杨耕心根据中共山东区
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将革命的火种带回
阳谷，在本村发展杨保善、杨保庆二人
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九都杨支
部。之后，怀着共同的信仰，来自四面
八方的热血志士在九都杨村聚集。革
命星火的燃起，就在其故居中，在这桌
椅旁。

“当时，杨耕心、赵健民、王寅生等
革命前辈，常一同在桌边挑灯夜读，时
而慷慨陈词，一同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
道路。”阳谷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二级主
任科员潘凡玉介绍。

之后，杨耕心又组织贫雇农在九都
杨、宋堤口建立农民协会，在九都杨成
立阳谷县第一所农民夜校。那个时候，
一到晚上，这张书桌旁便围坐着很多群
众，学习气氛非常热烈。

“地火”“熔岩”一齐喷发

鲁迅在《野草》中写道：“地火在地
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
切野草。”

“地面”与“地火”，分别象征着黑暗
的旧社会和潜在的革命洪流。在反动
军阀统治下的鲁西大地，“地火”在哪
里？烧掉这一切的“熔岩”何时喷出？

当时的阳谷县坡里天主教堂，仰仗
帝国主义的势力，勾结官府，欺压百姓，
搜刮民财，群众极为痛恨。大革命失败
后，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东

昌县委决定在坡里天主教堂举行农民
暴动，开展武装斗争，由杨耕心担任具
体的领导工作。经过一系列秘密、紧张
的筹备，时间定格在1928年1月14日，

革命的“地火”和“熔岩”，于坡里天主教
堂一齐喷发。

当天傍晚，暴动队伍占领坡里天主
教堂，俘虏德国神甫和修女，缴获长短
枪四五十支、子弹2万余发、银元2.7万
元、粮食数千担及其他大批物资。

坡里暴动的枪声也震惊了反动统
治阶级，阳谷县知事王家桢闻讯后很
是惊慌，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

暴动期间，杨耕心晚上在教堂工
作，白天在家乡发动农协会员收缴地主
富农的枪支，建立农民武装。几天内，
坡里聚集农民武装五六百人。暴动军
开仓放粮，发布文告，宣传共产党的主
张，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不过，这场山东最早的一次农民暴
动，由于军阀和反动官府的联合镇压，
最终以失败收尾。无法存身的杨耕心
只得潜往东北，但不甘心当亡国奴的
他，又想方设法回到阳谷。

“杨耕心返回阳谷时，正是中共山
东省委连续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的时
候。”潘凡玉说，“那时，阳谷地方党组织
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杨耕心、申
云浦等共产党员凭借坚定的信念，积极
主动、自发自觉进行党的活动。”

1933 年，杨耕心在阳谷籍北平地
下党员韩子栋的帮助下，将组织关系
转到中共北方局。这位地下党员，就
是小说《红岩》里“疯老头华子良”的原
型。

红色记忆仍在延续

1943年，杨耕心在中日鄂西会战中
不幸被日军所俘，惨遭杀害，终年 43
岁。自此，他的人生画上句号，但这份
红色记忆仍在延续。

为了守好那段历史，杨耕心的后人
将老宅进行了翻建，并将杨耕心等人的
照片、相关史料及一些当年的老家具仔
细收藏。杨占金结合后人叙述，整理了
与中共九都杨支部相关的资料近万
字。他说，他做这些，为的就是让大家
不忘历史。

九都杨村的村民也主动参与到红
色精神的传承中来。

2020 年，为了建设纪念馆，村里共
有20余户村民需要搬迁。听了这个消
息，老党员王进才随即把在外工作的儿
女叫回家，又找了10多个人帮忙，连夜
把家里的东西搬走。在他的带动下，其
他村民仅用两天时间就全部搬走。

“当时，村里人都说，建鲁西第一个
党支部纪念馆，是最重要的事，也是全
村人的光荣。”回忆起那段往事，九都杨
村党支部书记杨福文颇有感触。

就这样，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
于2021年正式开馆。基于这一红色平
台，当下的九都杨村，党旗辉映前行路，
群众在自家门口便能接受红色教育，全
村党员队伍也不断壮大；在郭屯镇，该
镇党委全力申报建设“鲁西第一个党支
部”党性教育基地，同时积极争取九都
杨、后梨园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项目，两点一线打造红色旅游村和生态
旅游村；如今，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
馆每天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馆内的那
一桌一椅，生动重现着当年革命先辈们
所撑起的那片信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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