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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在劳动制度实行全面改革的日子

里，我们将《武进劳动志》奉献给战斗在劳动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l

《劳动志》是专门记述劳动工作的一部史志。劳动工作既涉及到经济工作，又涉及

到政治工作、社会工作，做好劳动工作，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

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史实，力求

详今略古，共性简述，个性详叙，写出地方部门志的特色。

本志记载武进县半个多世纪以来劳动工作的历史，着重记述了近三十年来劳动工作

的历史事实，力求思想性、真实性，资料性相统一，反映出劳动工作的发展规律。我们

编纂《武进劳动志》的目的，旨在总结劳动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提供资料，既能

为当今改进劳动工作，改革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保险制度的现实服务，又能为后世所

借鉴。

编写《劳动志》，是前人所未做过的一项新工作，既无前例可沿，又无实践经验，

资料又难以收集齐全，加上编者知识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因而难免存在疏漏错误之处，

’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多方支持，在此一并敬谢I

江苏省《武进劳动志》缩写组

一九八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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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纲目按。章、节、目”层次排列。

例

二，本志断限，上起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下迄1985年。个别重要史实截止

初稿搁笔。

三，解放前(1949年4月前)，常州系武进县县城，没有常州市的建制，故解放前

常州的部分史实也载入本志。

四，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朝代记法，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述，数字用中文记载。

五、本志遵循。详今略古”原则，系时为经，以事为纬，重点记述建国后的史实．

六，本志基本上是以事命题，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或两者结合的方法编纂．

七、本志系用语体文，记述体，加用标点符号．

八，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历史记载。有些则是有关单位和有关个人提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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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位于长江三角洲江苏南部，是江苏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大县，具有一百兰十多

万人口，一百四十多万亩耕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交通方便，以

4鱼米之乡’著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1985年，工农

业总产值三十九点二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三十三点五亿元，成为全国全省经济发达县之

一●

。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创造一切”，这是前人对劳动作用于人类社会的高度评

价，强调了劳动的极端重要性．然而，在清皇朝乃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劳动者始终处于

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鸦片战争以后，地大物博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其艰

难。处境十分悲惨．我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工人的职业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

解放时依旧是生产凋敝，城镇充满失业者．

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

社会秩序的稳定，巩固了人民政权．

但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一时很难收拾，刚

当时，我县党，政领导对此十分关切，在狠

解决劳动管理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促进了

首先，组织失业人员进行劳动就业．先后采取介绍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组

织生产自救和动员回乡生产等办法，千方百计地帮助失业人员就业或鼓励他们自谋职业．

至1956年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五千一百六十五名失业人员基本上得到安置(包括家住

武进，在常州市登记的两千人在内)。从1957年开始，城镇劳动就业的重点就转移到新

成长劳动力的安置方面，至1985年末，全县先后安排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二人劳动就业。

城镇职工家庭人口的就业面达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六．

通过城乡劳动力安置，我县职工队伍不断壮大，职工人数从1949年的四千八百十三

人(不包括城镇个体劳动者在内)增加到1985年的九万零二百八十四人(不包括乡、

镇、村办企业)，增长了十七点七六倍。企业中女职工的比重有所增加，全民所有制单位

从1971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七二上升到1985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九，职工队伍得到更新换

代，文化水平和业务，技术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建国初期，工人中的文盲、半文盲占很

大比例，现在文盲、半文盲基本扫除．据武进柴油机厂1985年lo月20日调查统计，全厂

一千二百九十一名固定工中，有大学和大专文化水平的四十二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

三点二五；中专和中技文化水平的四十八人，占百分之三点七一；高中文化水平的一百

七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三点四八；初中文化水平的六百六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四

三；小学文化的三百五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三；文盲、半文盲仅五名，只占百分

之零点四。全县企业、事业劳动管理有所加强，不仅保证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促进

了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1985年全县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二万五千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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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较1949年的一千九百六十三元增长了十一点八一倍。

其次，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职工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解放以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确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在发展生产基础上，通过工资改

革、工资调整等措施，不断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三十七年内，全县进行了三次工资改革，

十次工资调整。废除了旧中国企业中存在着的劳酬颠倒，同工不同酬，高低悬殊的工资

制度，初步建立起“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逐步解决了劳动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提

高了职工工资水平。至1985年末，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人均工资达到一千零四十

元四角六分，比1949年的三百零四元增加了七百三十六元四角六分，提高了二点四二倍。

县属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由1971年的三百九十五元一角(在此以前无统计

依据)增加到1985年的九百九十七元零三分，增加了六百零一元九角三分，增长了百分

之一百五十二。

由于城镇就业面不断扩大，职工工资的不断提高，职工家庭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根

据有关资料测算，每个就业者平均供养的家庭人口，由1952年的负担六人(包括劳动者本

身)减少到1985年的一点五人．职工家庭按人口平均年收入由1952年(1949年无可比

性)的五十七元一角七分增加到1983年的四百五十九元五角六分，提高了六点七七倍，

扣除生活费用上涨等因素，实际工资水平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三，职工的劳动保险和福利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基本上消除了他们的后顾

之忧。建国前，我县只有极少数企业有一点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绝大部分职工的生、老．

病，死和伤残等，均无福利保障。职工的集体福利诸如食，宿、交通，子女入托、入学

等具体困难，企业很少过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在国

家经济条件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就把这个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努力加以解决，1951年就在

企业中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后又

几次修改，不断提高劳保待遇。目前，县属企事业单位职工全部享受了这一待遇．1983

年统计，全县有一万四千九百名机关干部、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享受了公费医疗和县属

企业职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支付劳动保险费合计七百四十八万七千二百元，其中全

民退休费(包括离休、退职)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一百元，医疗费二百零三万三千六百元。

1985年直接用于职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保险、福利费达九百九十七万七千一百元，

相当于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三千九百三十五万六千四百元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

此外，为了生产，工作需要以及解决部分职工的家庭、夫妻分居两地等具体困难，

在劳动调配上做了不少工作。仅1978年至1985年，全县全民职工共调出一千八百七十一

人，调进二千七百五十六人。使这部分职工安居乐业，为四化建设作贡献。

第四，职工在生产、工作中的安全、卫生普遍受到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我县工矿企业的操作工人，几乎无劳动保护可言，他们在设备极其简陋，环境十分恶劣

的条件下工作，生命安全，身体键康均无保障，伤亡事故时有发生。职工一旦染病或发

生工伤，不能再为资本家赚钱时，往往被一脚踢开。建国后，我县对此十分重视，把保

护职工劳动，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及减轻劳动强度列为一项基本政策贯彻执行。

在企业内部建立安全生产组织，在职工中广泛宣传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安全卫生规

程、伤亡事故报告规程、锅炉和压力容器监察规程等一系列劳动保护法规和制度．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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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现场进行指导，检查督促．对新建、扩建企业要求在安排生产设备的同时，相应地

安装劳保设备．对锅炉，压力容器，高压气瓶等承压设备，采取特殊管理措施，加强安

全监察工作，企业普遍建立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和食品保健制度。根据不同岗位生产劳动

的特点，免费发给职工防护用品，清洁卫生用品等．近几年来，在劳动比较繁重，劳动

条件比较差的行业和工种中，试行调整劳动组合和提高岗位工资制度．对女工的经期、

孕期、产期，哺乳期实行特别保护措施等．总之，在这三十多年中，我县对保障职工

的安全和健康做了大量工作，从而降低了伤亡事故的发生率，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劳动指标管理上集中过多，管得过死，压抑了基层

单位的积极性；在就业上实行。统包统配”，堵塞了大量就业门路；在工资分配上还有

平均主义，起了奖懒罚勤的作用；在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方面，有忽视智力投资的偏向；

在安全生产上有些单位还有重生产轻劳动保护的现象．此类问题将一并在劳动管理体制

改革过程中逐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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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夏

l 1月1 3日

11月19日

5月19日

8月26日

10月27日

8月17日

大事记

清

光绪八年(1 882年)

清政府借外债筹建沪宁铁路，十三年(1887年)无锡至常州段建成，同年十

月，常州至镇江段建成，十四年(1888年)四月正式通车．

光绪十六年(1890年)

常州城内宝兴泰堆栈老板华子泉首创牛磨人工碾米设备，为我县第一家碾米

厂．

光绪三十二年(1 906年)

常州城内汪义大梳篦号店主汪炳铨首创生漆胶合篦箕下水不脱的新技术，产

品畅销上海，供不应求．

中华民国

民国八年(1 91 9年)

戈样记纱号经理戈莲生与江培生，夏××等人集资十万元创建。广新纱厂。．

次年竣工．

全城瓦工集会，要求加薪．

木业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加薪．

民国九年(1920年)

篦箕业工人集会，要求各店主增加工人工资．

常州火车站转运公司挑脚夫，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斗争取得了胜

利。
。

常州全城铁匠工人向各店主要求增加工资，各店主与工人谈判后，被追同意

工人要求．

民国十二年(1 925年)

钱援昌、钱寿祺等五人集资开设的益勤布厂试用电力搞染织获得成功．

民国十三年(1 924年)

梳篦工人为增加工资在新西门马路新龙园开会集议，并举行罢工，要求工资

收入由小洋改为大洋。

}；



6月25日

6月3日

8月

6月7日

7月25日

8月1 6日

8月

7月3日

4月1日

11月22日

3月上旬

5月13日

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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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1 925年)

箩行脚夫因生计艰难要求增加工薪，举行罢工。

全常州市小学教师因当局一再拖欠薪金，组成“索薪团”，并于下午罢教，

赴县署请愿索薪。县知事被迫同意先拨款两万元以付薪金，其余一万五千元

在阴历六月十五日发放。

武进邮政局全体职工，因。生计艰难，薪水微薄”，举行罢工，要求加薪。

邮政当局恐风潮扩大，9月12日被迫为全体职工增薪二成(同时罢工的有上

海等地邮政职工)。

民国十五年(1 926年)

全城漆工业工人集会，要求工资由原来的每工五角增加到五角六分，各店主

被迫同意工人的要求．

常州冶坊工人与上海，无锡．南通、苏州、深阳等地冶坊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要

求增加工资，经谈判各坊主被迫同意加薪百分之二十七，斗争延至8月1日。

民国十七年(1 928年)

全体小学教员于上午10时召开大会，要求加薪，并发如“敬告各界书。．

民国十八年(1 929年)

武进县政府发布《武进工业调查录》，全县共调查四千七百四十三户，三万

零九百零八人，年工资总数三百零二万二千零七十二元，平均每人每月工资八

元一角四分八厘(法币)．

民国十九年(1 950年)

全城二千多木业钩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二成，各包头只允许增加一成。工人

举行同盟罢工，包头被迫接受工人条件，工人于8月复工．

民国=十年(1 951年)

万盛、厚生两铁工厂由每日九小时工作制改为十小时工作制．工人二百余人

在锁桥湾城隍庙集会反对，并欲举行罢工，资方勾结公安局将六名工人拘捕，

工人强烈抗议，当局被迫于3日释放六名工人．

全县公立小学因教薪积欠过多，校长联名呈请辞职。

民国三十五年(1 946年)

木作业职工为要求增加工资怠工三日，资方被迫将每日工资由一千二百元增

加到一千六百元，怠工风潮方得平息。

针织业职工因工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当日下午

3时劳资谈判达成协议，职工工资照原薪增加三成。

篦箕业职工近千人因物价昂贵，工价过低，生活困难，一致怠工．27日，职工

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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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福兴为全体工友向报刊发出呼吁．29，30两日劳资举行谈判，

职工增加工价三至七成，职工于11月1日复工．

民国三十六年(1 94了年)

11月20日 《武进新闻》刊载： 。县属机关职工月平均工资只有四十万元”

粳米每石为六十四万元，同年12月涨至八十六万元．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4月

夏

8月29日

春

5月

5月19日

资方被迫给

．当时机白

武进解放．5月上旬，城乡分治，划出城区置常州市．市，县统属武进行政

区(后改常州专区)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950年

我县牛塘桥街上黄恒兴油厂自制的土锅炉发生爆炸事故，当场炸死二人，八

人重伤，炸倒房屋两闯，停工两个多月．

县召开劳动模范大会．表彰奖励劳模三百六十四人，特等劳模张来生，赵玉

珍、赵福林各奖得水牛一头。

’

1 951年

我县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予处理

失业人员办法》，在戚墅堰、漕桥，雪堰桥，焦溪，湖塘桥、郑陆桥、西夏

墅、奔牛，小河，孟城，横林、礼嘉，卜弋、夏溪，湟里十五个较大市镇进

行失业登记．

我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在大生源油厂，大明纺织厂，

成余面粉厂、苏南电厂试行劳动保险，当年享受劳保待遇的九十一人，六人

办理退休． ．

苏南行政公署召开各县(市)劳动局长会议，传达华东劳动工作会议精神，

我县根据会议精神，着重处理了米贴统一，职工分红，劳动保护及劳动时间

问题．

1 952年

1月 武迸县人民政府设置劳动科．同月，我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奖励工资中若

干问题的指示》，建立年终一次性综合奖励制度．

1955年

根据国家规定，我县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废除多等级和自定的工资制度，

统一了新工资标准，津贴标准．对部分人员重新评级调薪．’

1 956年
’

4月12日 武进县人民委员会劳动科发出《关于彻底调查在乡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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