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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书以史实为纬，时序为经；横排纵写，先纬后经；经中存纬，纬

中见经；涉事纪年，统以公历。

二、本书在结构上主要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各篇、章、节之标

题前均分别加以“第×篇”、“第×章’’和“第×节’’字样。各目之标题前均

分别冠以“一"、“二’’、“三"⋯⋯等次序语。目以下尚有子目者，各子目之

标题与正文连排，一律用黑体字表示。 ．

三、本书下限时间为1989年，但《大事记》的编写直至1993年·《概

述》和个别章节对于重大情节的记述，在时间上亦有所延伸。

四、关于简称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省、市、县各级总工会在

简称时分别以“全总’’、“省总”、“市总"和“县总"形式表示；各产业工会

和基层工会之名称一般以单位名称加“工会"二字表示。其余名称中有

简称之必要者，于首次出现全称时先行注明不含歧义的简称，如“华东

野战军第七纵队"简称为“华野七纵”。关于“四比"、“五好”“十佳"等冠

以具体数据而未列出具体内容之简称，书中一般皆有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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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职工总会’’。1950年9月以前，海安县店员工会和海安县教育

工会相继建立，同年12月结合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新颁《工会法》，各

级工会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全县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此基础

上召开，并选举产生了海安县第一届工会委员会。至此，全县工会组织

业已形成体系：当时，全县工会会员总数2749人；县总工会以下有产业

工会2个，基层工会47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一切活动全部停止，1969年9月产生的县“工代会"取代了县总工

会。1973年秋，全县各级工会组织相继恢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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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后，工会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至1989年(县第九届工会委员会任

期内)，全县工会会员总数已达61636人；基层工会组织394个，工会会

员较多．的基层工会设有分会；建立了产业工会的有教育、建筑、供销和

商业四个系统；海安、曲塘、李堡、双楼四个镇(乡)设有工会办事机构。

在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至1924年间，海安、曲塘、李堡等镇的工

人和店员或为要求增加工资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或为反对不合理

的制度以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曾先后自发地团结起来以罢工的形式

跟资方进行过斗争。1926年，海安河南地区的营溪、雅周、孙庄等地已

有中国共产党泰县县委派来的沈毅筝共产党人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秘

密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斗争；河南地区的农民斗争对城镇工人和店员产

生了积极影响口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地下党员谢浩荣在泰州、曲塘、海安

一线内河机轮工人中进行地下活动，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地下工会组

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产生的革命影响较大·1940年10月，陈毅、粟

裕率领新四军进驻海安之后，海安工人阶级便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为

革命事业作贡献并为自身合法权益作斗争。1941年，海安工人抗日协

会部分骨干随新四军北撤，投入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后，海安、曲塘等地区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协助民主政府保卫地方治

安和社会生产；1946年，海安职工参加惩奸运动并全力支援华东野战

军第七纵队的海安保卫战，协助该部队和政府机关安全地撤离了海安

镇；1949年上半年，全县广大职工献粮、献力、献款、献计，支援中国人

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不

少民工根据军事斗争需要，继续随军南下，直至福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各级工会组织的带领之下，全县各条

战线广大职工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积极投入各项政治

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新政权诞生之初，工人武装纠察队护厂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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