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安徽省总工会编

• 

六

(1861-1993) 



安
徽
省
总
工
会

编

安
徽
工
人
运
动
大
事
记

、

(
川
{
∞
O
H

H
h
v。ω
〉

鸟，

、
安
墩
人
民
出
版
社



安徽工人运动大事记

主编:杨文友

副主编:孙继(执行)

. 



安徽工人运动大事记偏审委员会

主任:卡罔榻

副主任:杨丈友

委员:斑脏满张德芳陆雄

耿保底尚海山周志清

牛中坷五寿玲江芳泉



责任编辑:曹文ii

j民帧设计:货 忍

安徽工人运动大事记

安徽省总工会 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吐: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暖 邮编 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庆日报印刷广
开本 850x 1168 1 /32 印张 1S. 75 平放 3')0千
版次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华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叫他01254…8/K . 384 
定价 15.50元

印数 00001…0…15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农 FP 广识lt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下国榈

安徽是具有尤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省份之一。安徽工人阶级斗

争的历史，在安徽近代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妥的一页。历史是

人民创逸的。安徽工人阶姐不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前仆

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中因工运史上壮丽的篇章，而且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继泳和发扬优良传此，巳径和正在为建设

安徽，为改革开放作出安类的货献。

安徽工人阶姐创造的历史，需要回脯总结和弘扬尤大，这既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职责.也是改半开放，继往开来的客观要

求。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金会决定点我阂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烧济体制，工人阶舰、工会工作者和整个工会工作都将面临一

个全新的形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精心研究工人运

动的历史，对于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我

们相信"大事记"的*版发行，对于我们史好地继永和发扬光荣

传统，进一步增强工人阶锐的立人街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从而积

极投身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研究探索新时期工会工作的规律和方

法.开拓工会工作的新局尚;对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级济

体制中充分发挥工人阶凯的主力军作用和工会组织的桥梁如带作

用，都具有重类的现实意义。

总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组织鳞写、出版了《安徽工人运

动大事记》。它从 1861 年安徽第一个近代工止一→安庆内军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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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开始至 1993 年安徽省工会"穴，大"召开结束，记还了其问 130

多午安槌工人运动的大事妥事.客观地反映了安徽工人阶舰在马

列主义影响，继而在中国共产党的舰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竿命

和私会立义革命、社会立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逐步由自在阶纯向

自为阶此发展、变化、成长的过程，从中成见安徽工人运动的基

本概就，为进一步蝙写《安徽工边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名安徽工会工作者和领导者，我为《安徽工人运动大

事记》的出版倍感喜悦，对辛勤收集整理文朴、编写J，l点持本书

出版的诸位同志;束在感谢，同时史希望各方面的问志特别是工运

灾工作者加倍努力，在此基础上尽快编写出《安徽工会志》和

《安徽工运史>)，使我J商工运史志工作牛一个新台阶，史好地为新

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展望未来，我们尤满信心。在建议有中国特鼠的社会主义思

论的指引丁，为振兴中华，建设安徽， 4义省工人运动必将再创样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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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1876 年

民主革命时期

0861 ……… 1949 • 9) 

一、早期(1861一…-1919 • 4) 

1861 年(渭·咸丰十…年)

曾因帮创办安庆内竿械所。调湘军兵丁和招募铁工计百人，著

名机械工程师华商芳、徐寿为主要5技术人员.制谛火药、山炮、子

弹，制成我国第…艘小火轮。

1866 年(清·同治五年)

安庆东门内新塘中设立火药间。 1875 年.火药肉迁茧马山，又

于南庄岭建火莉!辈。

1875 年(清·光绪先年)

怀宁创办宵用电政局，仅通南京、北京等地。

1876 年(渭·光绪二年)

安庆设立银元局，后改为造币厂。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被列为通商口岸，安庆为外国轮

船停泊楷口。

李鸿章制办的官僚资本性质的轮船招商局，在芜湖设立轮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877-1894 年

肉，有轮船一艘。

1877 年〈清·光绪5年)

世立?也州矿务周，开办煤矿。最盛时工人约 400 人。

1880 (清·光蜡六年〉

贵池、?也州两处的煤矿购买外国机器开来。这是安徽最早使

用外国机器开来煤炭的记载。

1881 年 G宵·光绪七年)

英商怡和洋行在芜湖设立机构，其后，美商旗白洋行、德商

亨宝洋行也相撒在芜湖设立航i运机构和斑船。

1883 年(清·光绪九年)

开办贵?也煤矿， 1894 年有工人 300 人。

1887 年(清·光错十三年)

安庆例立制造周，制谐和修理军械，设有军械晖，另在大朱

紫替口设革械周。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

5 月，芜湖轮船装卸舶工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使"运送

工作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河岸上堆起了小山一样高的大米挠 J'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

本年烹 1911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辛亥革命前，安徽民族资本

家创设的矿业公司有 23 家，其中绝大部分是煤矿，另有铁矿、制



1895-1899 年

矿、锦矿各一处。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日商日清轮船公司在芜湖设立航运机构，在关门洲外江中设

了"大阪"、"菱边"两只大冤船。

1896 年(清·光绪二十工年)

安庆设立大清邮政间，

1897 年(清·光绪二十黑年)

清朝好州统领徐古忠(风台人) ，带人来淮南占民窑办起官窜。

当时黯工 300 余人，年产煤 1400 多吨。 1900 年.因井下进水，无

法排干而停办。

山东、毫州、宿城等地富商集股成立"烈山煤矿合股公司"

试用新法来煤。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宪湖兴办机糯米丽益新公司。

芜湖开始有了内河轮船航运事业，共有轮船 20 余只，往江北

巢湖、合肥，而后南京、安庆、中国无不通航。

12 月 商人玉希仲在芜湖开设晋康公司，在繁昌、南陵、宜

城等品，挖开煤矿 11 处，而以繁昌南乡之五华山为最多。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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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2 年

货?也商办礼和公词(煤矿) ，胆工百人。

普康公司在黯个夏天都在黑工和泪百L中。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安徽繁国煤矿因劳资争执.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从十九世纪末叶租，安徽一部份官僚、地圭和商人开始在贵

池、宜城、宿县、性县、铜陵和芜湖、安庆等地陆续投资创办煤

矿和眼米、面粉、纺织、电力等近代企业。据统计，到 1903 年.

安徽已有工厂 236 家。

本世纪初，繁吕县城关、获港、新港、山等浩江河码头的

集慎，已有箩帮组织，真首领叫"箩头飞又称大老板。大老板小

事不管，大事出头，坐家遥控.烨上得鱼。箩帮吸收人员，部有

两个先决条件:一、必须是原有箩帮人员家乡的姻亲故旧;二、必

须是身强力壮。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9 月 日商土仓鹤松与招商总周合股 500 万，以 40 年为限，

开办宜城煤矿。

1902 年〈渭·光姥工十八年)

4 月 商务局与英商伊德订立安庆、池州、太平、守国、徽州

Jï州所属勘矿合同。

6 月 10 日 安徽开办制剧周，皖抚程中!ß委任林眉仲太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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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

该间据调，开锵未及阿日机器忽损， i注至上悔修理。

6 月 19 日 芜湖邮政巳拙广内地如庐州、无为州、远溜、巢

县、六安、定远、凤阳、寿州、正阳关、怀远、顿上、帧州、太

和、周家口、毫州、宁国、太平等府州县 17 处，均设分周，众口

称便。现又由皖南之南陵、股县、班德、徽州、屯?真等处再行惟

广。

6 月 皖地电线向仅通窒庐江为止，兹复接修至好州、顿、毫

…带，现已由庐江电局委员督率立忏兴工。

7 月 15 日 亮庐开埠。扬州盐商朱传之所开的曾安公词新11、

快轮工只通行合肥、芜湖间。

11 月 2 日 皖抚毁中遮准许英陶直言伊与华商郑湘碟合办?也

州、费?也矿务。

本年 英商凯约翰经安徽巡抚菇氏私许.获得铜官山铜矿开

来权。

1::::. <<中英续议通行船条约》开安庆为油商口岸。

A 芜湖兴办泰国轮船公司，资本 3 万元。

年底 在芜湖市内增碎租界，日本和英国先后在这里开设许

多洋行和公词。其中英国有太苗、怡和、亚细亚、卡内门、和记、

英美烟草公町等 10 多家 1 日本有前田、丸兰、日清、三菜等 10 多



1903-1904 年

家;英国亦在这盟设洋行和保险公司。

1903 年(渭·光钳工+九年〉

没县商办万安公司(煤矿)。

郎?巢商办湖丰农务公词，资本 5 万元;和州官办工业间。

情延派官员戴锦章(合肥人)事详枪队 40 人到淮南大通办矿.

招窑工 300 多人，因井下水大无法排除，戴于 1905 年被迫阳朝。

在安庆大凹山，德内拉克办农顺煤矿公词。

安徽省商务周与意大利公司订立试果凤阳府属的寿州、凤台、

定远、庐州府庸的巢县煤矿公司。

日商通柑公司租开宿松煤矿(宿松县东乡黄庄t!、i皮山煤矿，每

月租钱英洋 30 元〉。

1904 年(清·光纯正十年)

6 月 16 日 安徽设全省矿务局。情政府依孙家鼎等赛，晚省

矿务自行筹款举办，派j革员袁大化办理全省矿务。

安庆农工商实业学堂，派了 5 个人到日本学习工艺，学费在

学堂经费盟报销。

敏县商办织布公司.噶州商办代成织布公词，芜湖南办泰品

肥皂厂，怀宁商办公普织布厂，巢县官办工艺周.天长举办工艺



1905 年

所。

宿县商办烈山煤矿。

1905 年(清·光绪五十一年)

4 月 张某与上海某行在安庆合股开设裕晶肥皂公司。

6 月 25 日 撒州太平府添设官电周。

10 月 13 日 安徽因筹办铁路，于行销境内食盐及办米捐、彩

琪等项一律加价。

10 月 18 日 安徽巡抚诚勋赛设安徽全省矿务总周。

怀宁商办问益沙铁公词。

商办桐城织布厂、亮湖裕拥织麻公词、赘惊大讲纺织周、池

州开惊织布厂、芜湖锦裕织布厂、怀宁大感织布厂、制陵开源织

布公司。

怀远县大地主林文瑞召集一批人来大浦开矿，建井修坑。因

缺乏技术等原因，日产煤仅数十吨。

芜湖有手工炼钢，繁盛一时。

曾筑芜(湖)屯(蹊)铁路，费时 8 年，耗银 2 万余万两，仅

有湾址~芜湖l回土方 50 余里，半渝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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