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6年9月，崔筱斋、曹广化、胡济等人在合肥长丰县造甲乡

建立了合肥地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这

也是全国较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之一。

曹广化，生于安徽寿县，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他有勇有谋，

屡立战功，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

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星级记者 孙婷/文 记者 马启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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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清平节俭，永葆革命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曹广化仍然保持着革命本

色，生活节俭，亲手做了一个工具箱，里面整齐

有序地排列着锤子、钳子等，家里东西坏了自己

动手修理，而且要求子女学会自己修鞋、补衣。

曹中南说，父亲年过九十后，还保持着自己洗小

件衣物的习惯。

曹广化对子女要求严格，但对学习成绩要

求不严，“很少过问，及格就好”，但对子女的德

行却要求苛刻，“每个学期的操行评语他都仔细

看后找我们谈话。他要求我们吃饭不能讲话、

不能掉米粒、不能有剩菜；丢弃的纸张不可以有

空白；后来生活好了家里有阿姨帮忙，但父亲要

求我们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卫生，要求我们放

假帮厨，自己的事情自己动手。”

曹广化喜欢郑板桥的对联：青菜萝卜糙米

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他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要强迫自己，要顺其自然。在九十多岁时，曹

广化仍然步履矫健、精神矍铄，他常对子女说，

“不论职务高低、收入多少，我都是知足的，因为

我是幸存者。”

2020年 12月，曹中南和家人捐赠了父亲

生前手稿、学习和生活用品等给中共合肥北

乡支部纪念馆——这个父亲曾战斗过、挥洒

热血的地方。那一代人的精神财富，不仅在

曹家会世代传承下去，也将激励着每一位党

员和后继者们。

■ 据《安徽画报》

曹广化与妻子冯曙峰合照

曹广化与家人在一起包饺子

1985年，曹广化回到安徽，重走大革命时期战斗过的地方

解放初期的曹广化

进入广州农讲所学习
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

曹广化，1905年1月13日出生于安

徽寿县小甸集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五

六岁时就开始放牛、干农活，就在他天真

地骑在牛背上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1921年，16岁的曹广化进入芜湖省

立职业学校学习，他格外用功，天资聪

颖，深得老师器重。曹氏家族中，曹广化

有一位堂叔叫曹渊，卓识远见、胆识超

群，曹广化深受其影响。

1924年，曹广化由芜湖学校毕业返

回家乡，寿县大学生共产党员胡萍舟、

吴云等创办了“淮上中学补习班”，在小

甸集招收失学青年。曹广化参加了“补

习班”的学习，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

1925年5月，曹广化在得知黄埔军

校本校及上海、汉口、开封各国民党党部

同时招收入伍生的消息后，便赶赴开封

报考，后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生，他

遂由开封奔赴广州。

曹广化在军校里接受了入伍生的各

项训练，对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

等都有所接触，为其以后指挥革命战斗

打下了基础。然而由于身体方面的原

因，他不得不辍学，离开了黄埔军校。但

也正因此，他后来得以顶替寿县因故未

来参加学习的赵屏东进入广州农讲所学

习。他在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彭

湃、恽代英等革命家的授课，学习了革命

理论、研究了农民运动，使自己的政治觉

悟和理论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曹广化在日记里写道：“至今记忆

犹新清的是住校教员肖楚女讲他的‘蜡

烛人生观’给予感动甚大，他讲的《帝国

主义大纲》给予教育深刻，彭湃将东江

农民运动，特别是毛主席调查各省人

情、风俗习惯，山川、河流、地形，政治情

况等教育甚大。因而给予奠定革命人

生观、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实基

础。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从这里培

养起来的。”

开国少将曹广化

百岁人生 淡泊名利

建立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1925年12月，曹广化在广州经洪养素、孟堃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26年9月，曹广化被派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离别家乡

两年多，曹广化回到家中，然而只在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去合肥找同

在农讲所毕业的学员崔筱斋和胡济。不久，他们三人在寿县双河集

（现长丰县）建立了中共合肥北乡党支部。

1926年9月，曹广化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惦记着家乡的革

命事业，他随即回到合肥地区，按照党的指示和组织原则，与崔筱斋、胡济

等人在合肥北乡双河集崔家祠堂成立了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直属时在上

海的党中央领导。该支部是合肥地区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也是安徽全省

乃至全国较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之一。北乡支部成立后，曹广化等人积

极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主张，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

为贯彻中央“开展农运”的指示，曹广化、崔筱斋、胡济3人又于这

年11月在崔小圩秘密筹建了“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该会成立以

后，一直和上海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信件汇报工作和接

受党中央的指示。在这段时间内，曹广化还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单个

串联发动农民，动员他们起来革命，迎接北伐革命军的到来。

“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不久，在曹广化等人的艰辛努力

下，双河集以及附近一带地区便相继建立了5个农民协会，从而成

为合肥地区最早一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组织。正因为如

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11月15日在“目前农运计划”第三条中，还

将合肥列为全国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
1932 年，曹广化率寿县游击队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军参谋部书记、总司令部

机要科科长、团政委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

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历任中央军委军事

工业局政治处主任、中央军委后勤政治部组织

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八五旅第七七

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曹广化转任东北

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民

主联军辽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

军后勤部运输部政委职务，参加了新开岭、四

保临江、梅河口和辽沈、平津战役，成为人民解

放军的一员高级将领。

曹广化的儿子曹中南说，父亲在回忆这段

经历时常说，“那时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就是

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

国。革命难免遇到挫折，甚至失败，但想好的

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首批将官军衔授予典礼。

曹广化时任总干部部军衔奖励部部长，他作为

全军评衔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者，曾与负责这

项工作的同志，在全面了解干部情况的基础上，

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征询

意见、逐一审查，慎重地提出授衔预案，还曾几

次跟随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向毛泽东等中央首

长汇报授衔预案。

此后，曹广化相继担任总政治部干部部

副部长、防化学兵部政委、军事检察院检察

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等职，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他还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