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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司令部①关押起来
。

在押送的路上
,

严金城同志迎面走来
,

他们用脸色示意
,

被特务发

现
,

严金城同志也被抓走了
。

晚一点时间
.

李策同志到李忠 良家
,

刚进门
,

也被特务用同样手段反绑起来
。

李策同志

见情况严垂
.

无法脱声
,

当时灵机一动
,

就破 口大骂特务
: “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
,

简直是乱搞
,

自己人抓 自己人 ! ”

特务便问他
: “

你是谁 ?
”

他回答说
: “

我是 又 又 X ,

是陈先生② 派来的
。 ”

特务

很怀疑
,

无休 11: 地盘 问李策
。

问他
:

陈先生是谁
,

是什么样子
,

住在何处 ? 等等
。

李策说
:

“
陈先生是省党 部委员 ) 住崔家坡十二号 (今贵阳市公园西路 )

,

瘦高个子
,

今天 穿 灰长 袍

… …
。 ”
李策同志沉着机智

,

对答如流
。

特务认为不假
,

便哈哈大笑
,

说道 : “

真是大水冲了龙

王庙
,

自家人都不认识自家人了
。 ”

便给他松了绑
。

李策同志紧接着说
: “

我回去给陈 先 生 回

话
。 ”

特务也就让他离开了
。

这样
,

李策同志便将特务在李忠良家安设陷阱的情报向组织作了

汇报
。

地下党组织知道情况后
,

采取紧急措施
。

从这以后
,

就再没有人去李忠良家
。

大逮捕

发生的时候
,

省工委负责人之一的秦夭真同志
,

因有他事在外
,

得免于难
。

第二天 (七
·

二几十 )
,

秦天真同志来到我家
,

我又知道了一些新的情况
。

就是在当天晚上
,

陈惕庐指使李少匕1纠集特务
,

来到鲍家坡③ 吴绍勋家
,

也将昊家严密控制
,

设下陷阱
,

等待

着捕人
。

由于地
’

卜党建立不久
,

斗争经验不足
,

一些在校读书的学生— 特别是女同志外出

时
,

不喜欢单人行走
,

因此
,

在昊绍勋家同时被捕的
,

就有罗朝秀
、

孔华
、

何群等人
。

吴绍

勋和他的高中同学韦松等八人也被捕了
。

为什么特务能在同一天破坏三个地方呢 ? 以后才知道
,

原因是刘茂隆同志从上海到贵州

做开辟工作时
,

曾有秘密的报告写给当时 C
·

Y 中央
。

一九三五年上海党
、

团组织遭到大破

坏
,

团中央被捕的人 中有了解情况的叛徒告密
,

将他出卖
。

敌人经过朱芷安 (朱当时是
“ 男

师
”
校长

,

刘是 “
男师

” 学生 ) 等人核实
,

便首先逮捕了刘茂隆 , “ 男师
”
曹克勤

、

凌梳俊
、

陈克勤等系 自治会改选斗争
、

办进步刊物的
“ 公开 ”

赤色分子
,

所以被同时搜捕
。

特务又侦

察到林青同志是住在吴绍勋家
。

这样
,

特务就在同一天时间内出现在这三个地方了
。

接连几

天
,

又在别处捕了一些人
。

比如贵阳一中的石蕴尧
,

郎岱县的赖新民 (小学校长 )
,

就是被认

为系来贵阳参加共产党
“

省代会
”
而在某旅馆被逮捕的

。

“ 七 一九
”
的被捕者约有二十五

、

六人
。

敌人认为是首要分子
,

要在他们身上找
“

组

织 ” 的
,

有林青和刘茂隆二同志 , 被判刑关押在省模范监狱的有孔华
、

支轴
、

罗朝秀
、

陈芷

芳
、

罗金城
、

石蕴尧等同志 , 何群在吴家被捕时即自首
,

接着进一步叛变投敌
, 陈克勤

、

何

冠群等
“

悔过 自新
”
获得自由

,

汤幼新 出狱后也投敌
。

“ 七 一九
”
逮捕案发生后

,

党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
,

他们也在狱中和敌人作了斗争
。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 日
,

打入国民党部队 (
“
税警团

”
迫击炮营 ) 的老红军董亮清同志和刘茂

隆同志一起越狱
;
林青同志也准备越狱

,

但由于无警卫配合掩护
,

坠墙被敌人发现捉回
,

终

于同年九月十四日在贵阳市北郊六广门外江西坡壮烈牺牲
。

时年仅二十四岁
。

董亮清同志当

时是看守刘茂隆同志的警卫
,

这为他创造了越狱条件
。

关押在模范监狱的同志
,

抗 日战争开始后
,

在国共合作的协议下
,

释放出狱
。

以后一部

分同志坚持地下斗争
; 一部分同志去了延安

。

① 国民党的弊价司令部在今贵阳市中山西路 省教育厅所在地
。

叻 “ 陈先生 ” 即陈惕庐
,

原是共产党员
,

被捕后叛变投敌
,

当了特 务
,

一九三 五年蒋介石势力进人贵 州
.

派 卒次 温

作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
,

陈惕庐 作委员
,
主 竹特务工作

。

③ 鲍家坡
,

即今贵阳市市场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