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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随后，他参加党的八七会议，

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

中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

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前敌

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

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

1932年，邓中夏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争，担

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面对

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视死如

归，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

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

党员。”

邓中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党中央写了一

封信，他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

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

的！”

1933年9月2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

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苏兆征：
为工人运动鞠躬尽瘁
文文 贺林平

苏兆征，1885年出生

在珠海淇澳岛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18岁时到香港谋生，

开启了在外轮做工的生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的消息很快在中国海员中传开。苏兆征曾随船到过

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胜利的

经过情况，并有机会阅读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1921年3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在香港

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香

港海员举行的大罢工中，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

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之一。

1925年3月，苏兆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

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成立了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5年6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中，苏兆征被工人

们一致推举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

委员长。在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持续

了一年零四个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

一页。

1926年1月，苏兆征在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当选为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5月1日，第三次全

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总工会

执委会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所拥戴的领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兆征出席在武

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当选

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他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

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8年春，苏兆征赴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

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均当选

为执委会委员，并当选为农村工会国际副委员长。

在莫斯科期间，苏兆征出席了党的六大，当选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长期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使苏兆征积劳

成疾。1929年2月25日，苏兆征不幸病逝。在生命的

最后一息，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周恩来等人说：“大

家同心合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人们没有忘记苏兆征英勇战斗、鞠躬尽瘁的一

生。淇澳岛上的苏兆征故居陈列馆，前来参观瞻仰

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年接待量约15万人次。

苏兆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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