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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冯直任晋绥军区兵
工部第四厂党委书记、厂长。为保证前
线对炸药的大量需求，他冒着生命危险，
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严重的化
学品污染和极其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
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但他
不顾自己严重的肺病，带领工人巧妙躲
避敌机轰炸，日夜赶制炸药，被硫磺、硫
酸熏得大口大口吐血，多次晕倒在制造
现场。工人们为了抢时间多出弹药，有
时就简化操作程序，难免引发生产事
故。每当此时，冯直总是不顾个人安危，
第一个冲入仍在不断爆炸的现场，带领
工人抢救伤员，抢救炸药。为了打破敌
人的经济封锁，他还试制成功电瓶，组织
工人生产肥皂、电池、皮革等产品。冯直
亲自下厨房改善职工的生活，还组织各
种球类比赛和文艺演出，丰富职工家属
的文化生活。他们服务军队需要组织生
产，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迅速完成了
兵工的设备制造与扩大军火供应，受到

贺龙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冯直始终
廉洁奉公，心系国家和人民。1995年离
休后，仍然心系党和国家，把自己毕生的
精力无私奉献给党和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妻子康琳不顾自己
多年积劳成疾，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
作用，经常定期到车间与职工群众参加
劳动，几次晕倒在办公室和卫生间；她
无微不至关心职工的工作生活，职工把
婚恋、两口子吵架等生活琐事都找她帮
忙处理，被职工亲切地称为“群众的贴
心人”，“我们的好书记”，受到上级领导
和职工同志们的赞扬。

共同理想成为革命伴侣

吕梁故事

本稿件文、图均由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
高宇峰提供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革命伴侣冯直康琳的传奇故事
在西北军工的历史上，冯直和康琳书写了革命夫妻的英雄本色。2015年，冯直和康琳的女儿冯利与女婿秦次森来到吕梁

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参观，高度肯定了博物馆收藏吕梁革命文物的做法。之后，她们给博物馆馆长高宇峰写了一封信，并捐赠
了父母在西北军工战斗工作时期使用过的皮箱、线毯、皮包及康琳的出差手册等革命文物，支持高宇峰建设吕梁山革命博物馆，
展陈吕梁革命文物，让革命前辈的精神代代相传。

吕梁山革命博物馆保存的一张1945年 1月 21日的《抗战日报》，刊载着由康琳撰写的《进步中的西北化学厂》，这些革命文
物揭开了冯直和康琳等西北军工战士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当时，八路军内搞军工生产的专业
技术人员非常缺乏，贺龙了解到冯直是
保定高级职业学校化学科毕业，就笑着
对他说:“你可是大知识分子呦!”决定调
他去搞军工生产。1943年，冯直到晋绥
军区后勤部工业科任副科长，随后任晋
绥军区后勤部化学厂厂长，在军工战线
一干就是几十年。

1944年 9月，康琳在晋绥军区后勤
部化学厂（后改为晋绥兵工部第四厂）
工作，任厂部政治指导员兼党总支书
记、党委委员、副政治协理员等职务。
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特别是
严重损害身体的化学气体污染）中，她
仍然以高度的热情顽强地工作，把个人
安危置之度外，为创建和组织晋绥兵工
化学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5 年，上级命令化学厂迁厂址，
并要求在三个月内恢复生产，这是一项
异常艰巨的任务。在敌人严密封锁和
物资严重匮乏的条件下，冯直不畏艰
险，白手起家，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亲
自配制硝酸、盐酸、硫酸等化工原料，连
储存三酸的陶瓷罐 (塔)、瓷瓮都是他与
工人一起用陶土反复烧制成的。他带
领全厂职工夜以继日地干，圆满完成了
在三个月内恢复生产的任务。

康琳带头唱歌演戏，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激发奋斗动力。在她带领下，职
工群众对扭秧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
新年演出了张老汉劳军、夫妻拜年、卖
布、七枝花等节目，为兵工厂文化娱乐
工作奠定了基础。当时为了熟读台词，
许多职工群众自觉学习识字，用当地民
间文艺“莲花烙”来反映工厂的生活、学
习、生产、工作，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肯
定。后来，她提出了组织职工练习写通
讯及写作剧本的小组，报道工厂动能，
推动文娱工作进一步开展。在丰富职
工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职工群众
提高了思想觉悟。

在夫妻二人带领下，大家的工作积
极性空前高涨，为完成上级三个月内完
成搬迁和恢复生产的任务提供了有力
保证。据康琳在《进步中的西北化学
厂》中记载：工厂搬家时工人们说:“在过
去工厂搬家是雇人，我们都是避重就
轻，这次搬家可不同了，都是爱护革命
财产，积极负责。”大家抬的抬，背的背，
节省了运费 2万元，搬家中涌现出许多
劳动模范，肥皂大锅重 300斤，厂方原打
算花 2000 块钱雇人抬。工人刘心 悄
悄地把大锅捆好，去发动大家，于是八
个人一股劲儿就抬走了。这以后，两个
人抬一百七八十斤的大油桶就成为很
平常的事了。

建设工厂中，冯直和康琳带领大
家艰苦奋斗。职工自觉参加劳动，没
请一个匠人，共节省人工 443 个，节省
建设费 6450 元。工人田栋梁说 :“现在
真是不同了，过去工厂修一堵厕所墙
都要请石匠，现在相信群众自己动手，
你看节省了多少钱？”炊事员高拖连过
去做十来个人的饭都闹得手忙脚乱，
现在一个人能做全厂人的饭菜，还要
自己担水喂猪，用公私兼顾分红的奖
励办法，一个月他节省 4476.5 元，节省
碳钱 209.25 元，分红 573.5 元。他在导
报上写道：“这次上级和工人同志奖励
我 ，我 思 考 了 一 下 ，往 下 节 省 是 应 该
的，革命家务也有我的一份，我要更进
一 步 提 高 做 饭 技 术 ，回 报 我 们 的 同
志。”运输员刘进玉在工作计划里说：

“一天走不到的路子要尽量赶到”。这
样短的天，从工厂驮运肥皂到相距 20
里的地方，连捆骡子和下骡子一天驮
两次打来回。去驮原料如果住店，牲
口吃一升料需 80 元，在家里 30 元就够
了，这样在每次出差之前先把黑豆煮
好，再带上粮食，牲口和人吃饭都能节
省很多，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就
学识字，捻毛线线。

从 1940年 5月建厂到 1949年，冯直和
康琳这对革命夫妻在晋绥兵工厂为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也为国家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人
才。调离四厂后，冯直任兵工部南下大队
接管队中队长、兰州军管会企业处副处
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财政经济委
员会委员和中共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务。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冯直兼
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他夜以继日地
指挥选址建厂，与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
不辞辛苦奔波在西北各地，工作笔记做了
100多本。他陪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
彭德怀司令员到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视察
工作，李富春高度评价他“搞工业就要像你
这样”。无论是担任甘肃省副省长，还是西
安市委工业书记期间，冯直的工作都得到
了中央充分肯定。

上世纪 80年代初，冯直接受六机部由
国家机关向央企改制的任务，成立中国船
舶工业总公司作为全国样板，为国家机关
机构改制为央企探索路径。国务院领导同
志亲自对他说：“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机构设立到各类制
度的订立，冯直都凝聚了大量心血，为此他
身体消瘦了许多，最终不负重托圆满完成
了任务，为之后我国核工业、航空、航天、兵
器、电子、汽车等领域大型央企相继改制提
供了参考借鉴。冯直担任中国船舶工业总
公司总经理后，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中国
船舶要出口”的方针，努力促进船舶工业走
向国际市场。他积极引进国内外专利项
目，有力推动了低速柴油机等船舶配套业
的发展。他注重承接国内外船舶和开发新
领域相结合，逐步开辟石油、轻工第三产业
等领域的产品。在担任船舶总公司第一任
总经理（正部长级）期间，他走遍了总公司
的所有单位调研，拿着饭盒和工人一起排
队买饭，促膝谈心，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场
办公解决问题，推动企业一年内实现转亏
为盈，为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成为船舶行业德高望众的领导干部，受
到中央高度评价。

康琳在建国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
书记兼副厂长，她经常下车间和工人一起
研究改进工艺，提高纺纱织布质量，培养出
了赵梦桃和吴桂贤两位全国劳动模范。从
1956 年 6 月起，康琳担任第五机械工业部

（兵器部）西北光学仪器厂党委书记历时十
年，成为五机部系统唯一的女领导干部。
该厂是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业企业，
被誉为东方“蔡司”，为装备我国各军种、兵
种研制出大批优质光学器材，历年被评为
五机部“红旗单位”，受到刘少奇、朱德、彭
德怀、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
扬。康琳与西北光学仪器厂支持全国组建
了十个光学军工厂，为新中国军工事业培
养输送了 60多位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冯直和康琳这对革命伴侣，在革命和
建设的道路上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书写了
革命伴侣感人肺腑的英雄传奇。

冯直（曾用名冯书春）和康琳（原名张淑琳）都是
河北保定人，夫妻二人很早就走上革命道路。1933
年 6月，冯直在保定化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时，主动
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1935年 6月，17岁的冯
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36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北京、天津、唐山等地，
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出色完成了党组织分
配的任务。康琳在 1936 年学生时期就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1937年 5月入党，曾
担任中共保定市委秘书，并负责保管党的文件。

抗日战争时期，冯直是中共保定市委委员，负责
保定市委秘密刊物《保属火线》的组织编排工作，在
这里结识了康琳，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似的革命经
历使二人成为终身革命伴侣。在《保属火线》工作期
间，冯直亲自用小楷刻写，康琳负责编印和保管文
件，二人配合默契，协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
康琳曾被敌人怀疑并传讯至警察局，为了保护党的
文件、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她英勇机智地与敌人斗
争，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受
到保定特委的表扬。

之后党组织调冯直到武汉，在董必武等人领导
的长江局任武昌区委组织部部长，后辗转到延安，任
中央青委干事、中央青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等
职。康琳于 1938 年 2 月到延安，1939 年 1 月任中共
中央青委组织部干事。晋西青年干部学校在山西兴
县成立后，贺龙任校长，冯直任主任，康琳任学员队
指导员，学校共培养出 500多名青年干部骨干，成为
新中国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

共同投身新中国军工事业军工四厂传颂模范夫妻

大公无私关爱职工群众

革命伴侣冯直与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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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日报》刊载着由康琳撰写的《进步中的
西北化学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