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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盛时修

志，是我国的传统，’历朝均有编纂，但作为地方志的组成

部分工会志，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才以它特有的风格，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洛阳工会志》是洛阳市总工会继《洛阳工人运动

史》、《洛阳工运人物志》出版之后的第三本书。这本记载

洛阳市工会组织、工会工作及工会活动的一部资料性著

作，在市工会党组的直接领导和有关方面的热情关怀和

支持下，自1994年1月着手编写，至9月终稿煞笔，经

过9个月的奋斗，终于定稿付梓，正式出版发行奉献给读

者，为此，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

洛阳为豫西重镇、千年古都，曾是中共豫西省委领导

机关所在地和全国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策源地，又是

新型的国家重要工业城市。其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有着

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优良传统‘。早在1921年，洛阳就

建立了工会组织，但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曾几次大起大

落，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洛阳市总工会才正式建立并逐步

发展壮大起来。
‘

洛阳市总工会近半个世纪来，在中共洛阳市委和河

南省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紧紧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

Ⅳ扩。’’1}ooi『or
If



2 洛阳工会志

作，组织与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生产、勤奋工作，一直

是工人群众的组织者、教育者、代表者，发挥着“党联系

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共产

主义学校"的作用。历史证明，洛阳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显示出生机。

今天我们以史为镜，全面反映、总结、研究洛阳的工

人运动和工会活动，不仅是前人的希望，也是后人对我们

．的要求，因此说，《洛阳工会志》的编写和正式出版发行，

是一项承前启后，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善举，正象江泽

民同志所指出，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

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一。
’

《洛阳工会志》是洛阳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具有显明

的时代、地方和专业特点。我们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从

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角度，通过洛阳工人阶级长期以

来为实现各民族人民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和广大工会工作者为工运事业所进行的卓越

斗争，以及工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曲折而又艰辛

的历史，来反映洛阳的市情，启迪后人，为当代服务。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洛阳市志办、洛阳市档案馆、

洛阳市图书馆、洛阳市劳动局、洛阳铁路分局、河南省总

工会政研室、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河南大学图

书馆、中州古籍出版社，以及外地市兄弟单位和各有关领

导、同志们的关怀、支持、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



序

‘‘

作者在撰写本书时，虽作了许多努力，但由于水平有
二 限，加之资料缺乏，难免出现疏误，谨请广大读者，特别

? 是一些工会工作者前辈们多多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年9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继承

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为宗旨，坚持实事

求是，力求达到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起1889年，下限1992年底，个别

处延续到1993年。
’

三、全书结构按篇、章、目编排，共设了4篇17章，

50余万字，并附部分照片。关于工运史和工运人物部分，

由于已经出书，不再设篇、章。 ．

．

四、本志体裁用述、志、记、录4种形式，以事分类，

横排竖写，以时系事。除。大事记按编年体记述外，其它各

章均按事物性质分类记述。本着“详今略古刀的原则，重

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
。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用语严谨、准确、简明、

朴实。一般不加评论，寓褒贬手叙事之中。

六、本志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南省、洛阳市档

案馆、图书馆，解放前有关报刊杂志，以及市工会机关档

案室所存的资料。志书中采用的数字，工会有统计的以工

会统计为准，没有统计的按市统计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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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处中原，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南望伏牛，

四塞险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公元前770年开始，这里就

为历代帝王所统治，计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

(炀帝)、唐(武周)、后梁、后唐、西汉、后晋、夏、商13个朝

代在这里建都，95个帝王在此朝临天下，历时达1340多年，居全

国七大古都之冠。
‘

洛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几度兴衰，其经济基础主要是以

商业和手工业的集中和互相间的结合为基本特征。明、清以后，伴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不过，这种资本

主义因素的萌芽，在数量上极其稀少，只是到了20世纪初，外国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商品进入洛阳市场，比利时、法国帝国主

义霸占了陇海铁路，以及后来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官僚资本家在

洛阳办起了工业以后，洛阳的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才产生、发展

起来。
。

洛阳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着官僚和中外资本

家以及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均处于社会

的最低层。为了摆脱其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便开始向帝、官、

封进行斗争。洛阳的工人群众组织，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逐步建

立、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只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秘密结社和行

会，既无自己的政党，也无工会组织，一些斗争虽时有发生，但

都未能够坚持下来。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象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也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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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阳工会志

震动了洛阳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他们闻讯北京

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他们和全 1

国工人阶级一起，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洛阳政治舞台。一 ‘{

1920年秋，游天洋等先进分子从北京来到洛阳铁路工人之． ．{

中，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工人阅读进

步杂志，举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建立了洛阳第一个进步的 1

工人群众组织。 一

’1921年11月，洛阳铁路工人联合陇海全路工人，举行了震惊

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揭开了全国第一 ．i
次工运高潮的序幕。接着，乘全国大好革命形势，配合全路支援j j

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的上海五卅运动，以及 ．I

1926--1927年的援助北伐军进军。 j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洛阳工人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至 1

到1931年抗日救亡运动和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洛阳职工的抗 1
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斗争才又出现新的高涨。

’

． 1

～1945年9月，全国进入伟大的解放战争阶段。期间，洛阳电 I

厂工人为反对厂方克扣工人工资，群起拥到财务办公室，与其进 l
行说理斗争，迫使厂方向工人发放了工资。洛阳铁路工人在失业

与饥饿的威胁下，先后和陇海铁路1000多名工人联合举行罢工，

反对物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迫使铁路当局向工人屈服。为了

配合洛阳战役，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洛阳工人阶级和人民 ， 』

群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至1948年洛阳解放。 I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洛阳工人阶 I

级和全国工人阶级一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新中国 J
的诞生，给洛阳工人阶级带来了历史性地变化，使他们在政治上、． j

经济上翻了身，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因此，一种强烈地政治使 J

命，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的各项工作中去。诸 J

如协助政府接管官办企业；稳定市场物价I实行工厂民主化管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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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间经过抗美援朝和各项民主改革，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

任务胜利完成。

1953年，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推动下，洛阳被

国家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为加速洛阳社会主义建设，各级工会

组织和工人阶级在党中央提出的“发扬主人翁精神，保证提前超

额完成‘一五’计划”的号召下，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常年战

斗在基本建设工地，至1956年底，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滚球轴承

厂、矿山机械厂等初具规模，并部分投入试生产。这些由国家投

资兴建的大型企业的初步建成，为洛阳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地

基础。

．1957年，洛阳随着全国的建设步伐，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时期。这时人民内部矛盾已经突出，但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从而继续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不久，反

右派斗争开始。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1958--1959年党

内。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共产风”盛行，工会系统自上而下刮

起了“消亡风”，致使洛阳市各级工会组织受到严重挫伤，甚至有

的工会组织被取消‘
’

，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失误，导致了1960---1962年

洛阳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使得许多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被

精减下放。在此情况下，洛阳工人阶级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八字

方针，艰苦奋斗，同舟共济，为1963--1965年国家整个形势的好

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自我牺牲。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全国性灾难，而工会

深受其害。期间，工会组织被砸烂，工会干部被调离，洛阳工会

系统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洛阳各级工会组织逐步得以恢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工会组织的方向。从此，

洛阳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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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2年是洛阳工会组织的兴盛时期。这期间，工会组

织经过整顿之后，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了大量活动。

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立功创模活动”、“振兴中华读书活

动”、。整建职工之家活动”、。向赵春娥学习活动”、“企业民主管

理”、。兴洛杯生产竞赛”等，从而给工会工作带来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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