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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株洲地处湘东，’位于罗霄山脉中段西侧、井岗山脚下、湘江、沫水、渌江

之滨。株洲地区是一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炎帝神农氏留下的农耕文化如同他

，留下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一样，养育着祖祖辈辈的株洲人民。在近代，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株洲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崛起了一支新生且充满活力

的队伍——株洲工人阶级。这支队伍在历史前进车轮声中发展壮大，对株洲的

近代，尤其是现代的政治变革、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自十七世纪株洲最早的工人出现至今，株洲工人队伍已有两个多世纪成

长的历史。两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株洲工人经历了由浑沌至苏醒，工人运

动经历了由单纯的经济斗争而至追求自由民主和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漫长过

程。当1922年株洲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成立，株洲工人运动就表明了它已置

身于整个株洲政治、经济的变革，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之中，·株洲工人阶

级也已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因为有这样的政党的
． 指引，革命战争年代，株洲工人阶级才得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登上?政治舞

台，打击封建势力，组织武装斗争，反击反动派的屠杀，支援革命战争，谱写

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页壮丽的诗篇；正因为有这样的政党的指引，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株洲工人阶级才得以发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学文化，学技术，开

展生产自救，组织劳动竞赛，创造了株洲建设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一段漫

长的过程，这一桩桩历史的事件，都值得我们浓墨重彩大书特写。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今天

的工作。．一部《株洲市工会志》，既是历史事件的实录，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它的出版，对于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推动和发展我们株洲工运事业和工

会工作意义更为重大。存史、教化，正是我们编纂志书的主要目的。

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我国深入人心，回顾株洲工人运动史，在株洲

．V--A．阶级这个群体中，无时无处不闪耀着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

芒。这群体中涌现出的优秀分子所表现的感人事迹和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和仿效。一部《株洲市工会志》，无疑也是我们新一代工人的一种精神食

粮。

《株洲市工会志》上溯株洲工人的诞生，下限公元1990年，掠两个多世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历史风云，聚近70年，主要是建国40年株洲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史事，填补

了我市工运史研究的空白。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记载了株洲地区工人

运动、工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融思想性与记实性为一体，使时代特色和地区

特点同步，是各级工会组织、广大工会工作者和史志工作者以资借鉴的好书，

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

一部《株洲市工会志》，经过编辑人员多年的努力，广采博征，勤耕细作，

至今面世，可喜可贺。我相信，全市工会干部和广大读者将会以史为鉴，继承

这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株洲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里，振奋精神，开拓前进，把株洲的工会工作推向更高的台阶，谱写出更加

绚丽辉煌的工运史新篇章。

万 宁

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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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洲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詹崛起的现代化工业城市。1951年建市之前，是隶属
湘潭县管辖的一个7000人口的小镇，经过40年建设，已成为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现

辖四区及鄙县、茶陵县、攸县、株洲县、醴陵市，总人口349．57万，市区人口57．32万。‘
· 株洲地处湘中，濒临湘江，是京广、浙赣、湘黔铁路的交汇点、水陆交通便利，为江南重

要的交通枢纽，素有“南北通衙”之称。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煤、铁、钨、

锡、铅、锌、铀、瓷泥、大理石等40余种矿藏和丰富的竹木森林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很早就发展起来。清朝末年，境内以泥木、织染、造纸、采炼、陶

瓷、竹篾等为主的手工行业已达20来个，有数以万计的手工劳动者和店员、搬运苦力工

9人，这些劳动者便是株洲工人阶级的前身。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发展，外地客商入境创办工厂、矿场和加工作坊，也带动了本地官商地主投资兴办

工矿企业，其时颇具规模的有小花石协和煤矿公司，雷打石石灰窑，醴陵细瓷工场，茶陵邓

卑山钨矿，龙头、贝水的铁矿。大批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进入资本家、地主开办的厂矿当工

人或进入手工作坊当学徒，或流入城镇搞苦力运输、当店员等。随着株萍、粤汉、浙赣铁路

相继通车和1936年董家煅炮弹厂和株洲机厂的先后开工，铁路职工和建筑、搬运工人大

量增加，同时也带动了城镇各行业的相应繁荣。到民国中期，境内已有工矿产业工人和手

工业工人、店员、码头工人近三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境内屡遭日军侵扰轰炸，灾害频繁，

经济衰退，市场箫条，工人队伍随之大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各类工人总数不到

一万人，株洲城区仅有工人1000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定株洲为全国新建八个工

业重点城市之一，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职工队伍迅速壮大。1951年全市职工总数为

12D76人(含各县)，到1990年已达442269人，为1951年的36．6倍。
一 株洲工人运动在全省工运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株洲工人

·深受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业主的剥削与压追，为了维护自身的起码生存权力，多次自

发地组织起来向恶势力进行抗争。“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使了工人

阶级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开始由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1922年7月，。

．朱少连受中共安源党组织的派遣来株洲，在转运局工人中进行工作，9月成立株萍路矿工

人俱乐部株洲分部，同月23日成立株洲第一个工人组织——株洲运煤工会。1923年1月

26日，株洲转运局700，多运煤工人为改善生活，向转运局提出七条要求，罢工33天取得

胜利。1925年5月，醴陵县7000名瓷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迫害工人，罢工13

天，迫使资本家答应了所有条件，这次罢工震撼全省。1926年7月i0日北伐军进入株洲，

‘并先后攻克醴、攸、茶、酃各县，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先后派谢敦山、易足三、余来、王友德、段

瑞等到株洲指导工人运动。1926年11月株洲总工会成立，各县总工会和基层行业工会也

先后成立。此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反剥削反压迫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据统计这一时期

株洲境内大小罢工斗争不下30．次。工人群众还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团结农民，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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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打击土豪劣绅所展禁烟、禁赌、禁娼活动，工人革命热情高涨。1927年“马日事变”
以后，株洲工人组织义勇军参加十万工农围攻长沙的战斗和秋收起义斗争，此后国民政府

到处清乡大屠杀，株洲各级工会组织被查封，一批从事工人运动的骨干被杀，工人运动转

入低潮。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后、一批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工人，义无

反顾地参加了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残

酷围剿与经济封锁，根据地手工业工人、雇农工人和外来工人一道，在极为简陋和困难的

条件下，创办军用、民用工业，建立了兵工厂，造币厂，发展了自己的交通、邮电、合作事业，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参军参战，为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

期，株洲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支前工作，历尽艰险。解放战争时期，株洲境内反内

战、反压迫、反饥饿工潮不断。解放前夕，工人组织起来护路护厂，筹粮迎解放，为株洲和平

解放建立了功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暴风雨般的工农革命斗争，造就了像朱少连、黄

静源、罗学瓒、余来、王友德、易足三、谢墩山、石作东、李却非等一大批地方工运领袖，他们

为人民解放事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谭震林、李立三等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革命前辈，都

曾直接领导过株洲的工人运动。前辈人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株洲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株洲市总工

会(以下简称市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株洲市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株洲市委)和湖南省总

工会领导下，全面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职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会各项活动，

．40年来，虽有曲折，但主流是蓬勃向前发展的。这期间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57年，是株洲工会工作兴旺发展的阶段。株洲工人从旧中国的黑暗统

治中解放出来，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解放后的头几个碉，各基层行业的工人，很快组织起

来，申请成立了工会组织。1951年建市之后气中共株洲市委十分重视工会工作，选调一批

干部于当年7月成立株洲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 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动员组织职工恢复发展生产；开办失业工人培训班，安

排救济失业工人；在职工群众中广泛进行“劳动创造世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社会

主义”的教育，开展扫盲、识字文化教育，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发动工人

参加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支援抗美援朝，开展捐献活

动；开展民主改革，打垮封建势力；协助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向各级党和政府部

门输送干部；发展生产、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实行企业民主管理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

年，人民政府刚刚建立，一些基层单位党的组织尚未建立或不健全，许多中心工作都是通

过工会发动群众来完成。1953年国家确定株洲为重点建设工业城市之后，大规模城市建

设和工业建设陆续上马；1954年6月，市工会召开株洲市首届工会代表大会，动员全市职

工遵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会议选举产

生了株洲市工会联合会第一届执委会。此后，全市工会围绕生产建设广泛地、持久地开展

以多快好省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和合理

化建议运动。同时，发动私营企业职工群众在搞好生产的同时，监督资本家接受改造、执行

国家政策法令，揭露和反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帮助资本家和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

到1956年底，全市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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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力地促进了株洲市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当时，全市各级工会脱产干部不多。许多工

作和活动．，主要依靠工会积极分子去开展，工会干部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密切联

系职工群众，竭尽全力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因而，工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地位和

作用比较突出，工会工作蓬勃发展，是工会工作的最好时期之一。

1958年到1965年，是株洲工会工作遭受“左”的干扰较为严重的时期。1958年9月，

湖南省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卞简称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精

神后，从上至下对全总主要领导赖若愚、董昕的所谓“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的错误及其在湖南工会工作中的“影响”进行清算，给工会干部造成了思想混乱，不少工会

干部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不敢大胆地主动开展工作。其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全总

党组《关于县级工会处理意见》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批转到全国后，又刮起了“工会消亡风”。

株洲是新兴工业城市，当时新建成投产的企业在1959年虽建立了一批工会，但受其影响

绝大部分基层工会停止了发展会员，工会干部被抽调搞其它工作，火员编制被压缩，市总

工会机关由七部一室精简为二部一室，各县总工会只留1—2名干部看家，各级工会结余

经费全部冻结，工会活动大大减少。“消亡风”使工会组织的元气大伤。直到1961年上半

年，中共湖南省委采取有效措施纠正湖南工会工作中上述错误，市总工会于1961年8月

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传达省总工会第四次大会关于恢复和加强工会工作的决定，总结经

验教训。，至此，“消亡风”被刹住，工会工作重新活跃起来。各级工会贯彻会议精神，动员职

工群众克服困难，勇渡难关，大抓职工生活，重点抓种养的方针，组织职工开荒、种粮种菜、

养猪，解冻工会历年结余的经费，进行职工困难补助。1961至1963年，全市共发放职工困

，难补助费172．5万元，补助困难职工60276人(次)。1963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贯彻全总八届五次执委会议精神，全市工会开展思想、组织、业务。三整顿”，片面强调工会

组织的“纯洁性”，重新登记会员，揭工会阶级斗争的盖子，清洗了一部分会员，伤害了一些

工会干部，造成不良影响，但这次因“左”的影响造成的失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来

未能影响工会工作的发展。以后几年，全市各级工会在组织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解

放军、开展以“五好”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和工业学大庆的运动中，仍然取得很大成绩。

1966年到1976年，是株洲工会工作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破坏的时期。。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株洲工人运动被陷入动乱的深渊，工会被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烂摊子”，被扣上“生

产工会”、“福利工会”、“全民工会”和“工团主义”的罪名。开展所谓“17年工运黑线统治”

的批判，一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批斗，造反派组织进行夺权，各级工会组织全部瘫痪。

1967年，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起群众斗群众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在群众

中造成严重对立情绪。是年9月，株洲市“工代会”宣告成立，并形成全市统一组织，各级

“工代会”领导均由“造反派”担任，并取代了各级工会组织。市总机关的牌子被摘掉，房屋

被占用，机关人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工会经费全部冻结，企事业单位停拨工会

经费。“工代会”取代各级工会之后，却不抓工会工作，打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却不

抓生产，专搞派性斗争，批斗所谓“走资派”，有些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模范也在劫难逃，受

到批斗和打击。虽然如此，绝大多数职工群众不受派性干扰，不为形势所左右，他们自觉坚

守岗位，坚持生产，从而使株洲市的经济建设经过十年动乱，仍然有所发展。1973年6月，

中共株洲市委和各区、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健全工会组织”的指示，先后召开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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