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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是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

的社会政治团体，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市总工会一级群众组织，有必要以史

为镜，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弘扬东台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的光辉业绩，更好地发挥工会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进一步团结全市工会工作者和广大职工，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推进全市两个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东台最早的工会组织是在1927年建立的，当时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后被国民党统

治者利用’1940年10月，东台工人在中共东台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各种行业的工人

抗日协会，为反对外来侵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成

立了东台县职工联合会，广大职工积极投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斗争，获得了翻身解放

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按照上级部署，于1950年11月成立了

东台县总工会。40多年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在党和

上级工会的领导下，积极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吸引职工群众投身改革，

努力完成经济建设任务，从多方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并通过工会这个特殊的学

校，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为全市经济上台阶发挥了工会应有的社会职能作用。《东台

市工会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o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编修完成，这对工会工作借鉴历史，指

导当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

《东台市工会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中共东台市委：市政府和盐城市总工会领导的

关心和重视，得到东台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文化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得到工会系统老前辈的有力指导。参加编修《工会志》的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借

此机会，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l

一九九一年七月

．岁宕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载东台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历

史和现状．

=、本志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至1989年底．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志为主体。首列概述，综叙工运活动，

继设大事记，编年记事，图(照片)表随文附插。全志共设五篇，按事(解放前后按期)

分类，设立章，节，纵向记述。重要文件，附录于后。

四、本志所记东台政区范围，按历史变迁记述。1987年前称县，1988年起称市。

五、本志人物篇，收录经江苏省及省以上部门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记载事迹，江苏省及国家

部级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只记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

六，本志列入东台市(县)总工会历任主要领导人简介。

七，本志收录工会在整顿建设“职工之家”工作中，受到全国总工会、江苏省总工会、

盐城市总工会表彰的“模范职工之家，，， “先进职工之家"，以及受到表彰的优秀工会工

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录名入志。

八，本志资料来自本市(县)档案馆，工会档案、调查知情人所提供的资料以及邻市

(县)工会档案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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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

东台地滨黄海，北连大丰，南接海安，西与泰县，兴化相邻。盐业经济历史悠久，

明清为极盛时期，大量食盐销往外地，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初具规模，文教事

业也有所发展，职工队伍随之形成。民国初期，沿海创办了几家盐垦公司，大规模废灶兴垦植

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手工业也相应发展，城镇手工业从业人员近5000人，其中工人达3000

人。1931年前铁铺由大炉8家，小炉41家，发展到270余家。犁木农具行业除历史较长的西。

溪犁木业外，在民国初，有流动作业的犁木船500余只，浇铸铁制农具的冶坊】O余家，竹器

行业从19户发展到50多户。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行业也迅速发展，

砻坊，磨坊，糖坊、油坊、粉坊遍布城乡。民国7年(1918)开始使用机器碾米。民国23年

(1934)，全县机米厂达40家，西溪王复庆油米厂规模较大，使用40匹马力柴油机生产，

工人40人。
‘

民国3年(19“)，南通张謇出资2千银元兴办东台贫民工艺厂，有17名工人。民国6年

(1917)，东台电灯厂开始发电，工人10多人。纺织工业历史较长，民国16年(1927)城镇

共有纺线，织布、印染坊l】2家，布机138台、毛巾机40台。民国33年(1944)，台城花家沟办

起济东纱厂。民国37年(】948)兴办勤生轧花厂，使用皮辊轧花车24台，工人60余人。

随着东台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盛。全县商业服务业1600余家，职工近2000

人。仅农产品购销的粮食、棉花行，职工就达400余人。为粮、油、棉市场服务的搬运工人达

1Doo余人。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东台地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形成、发展的过程。
‘

新中国成立后，东台地区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经。

济、文化建设日益发展而逐步壮大。1950——1989年，职工人数从8070人I其中会员7425人)

发展到103031人(其中会员7r5451人)。

(=)

民国16年(1927)，北伐军进驻东台时，开始组织工会，木工、箩工、筛米、刨烟、幕

漆、雕刻，成衣，制鞋、绸布，洋货、中药、茶食，香业等行业工会纷纷建立，并成立了

东台县总工会。以后，工会组织成为国民党东台县党部统治和压迫工人的工具，不断激起

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东进抗日，民国29年(1940)10月，东台第1次解放后，

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中共东台县委和县民主政府领导下，各区镇，各行业建立工

人抗日协会，民国30午(1941)春，日军第2次伊占东台城时，东台县民主政府撤至农村坚

}



持抗日，并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工抗、教抗、医抗、海(渔)抗、商抗、车抗会等工人群众

的抗日组织①．

民国34年(1945)5月，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东台县职工联合会。8月15日，日本宣

布投降。9月初，台城第2次解放，县职工联合会进台城后发动职工群众，组织和恢复基层工

会。1946年10月，因国民党彻底破坏“双十协定"，派兵进攻苏北解放区，东台工会干部

随党政机关撤至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县职工联合会停止活动。

民国37年(1948)10月，台城第3次解放后，成立了东台市职工会筹备委员会，翌年

1月随着东台市的建制撤销而改为城区职工会。

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了东台县工会筹备委员会，195D年11月召

开了首次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东台县总工会。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极

左思潮影响，县总工会于19 67年3月被冲击而停止工作。

1973年5月，为恢复东台县总工会，建立了县总工会筹备小组，于8月份召开东台县

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恢复东台县总工会。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

集团，拨乱反正。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总工会在中共东台县委的领导下，逐步清

除“左”倾错误影响，走向正常发展阶段．1987年12月东台撤县建市，县总工会随之更名

为东台市总工会。

’在历史进程中，工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50年代，东台县总工会下设海员、教

育、店员(商业)、搬运4个产业工会，后来又增设工业、手工业产业工会、粮食工作委员

会、建筑工作委员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会。60年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调整和发展，行

政体制的变动，改变产业工会组织形式，按县级行政系统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1973年以

后恢复和整顿建设工会，先后建立机械电子工业基层工会联合会、化工建材工业基层工会联

首会，轻工工业基层工会联合会、纺织工业基层工会联合会、乡镇企业基层工会联合会，

交通基层工会联合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基层工会联合会、物资基层工会联合会、商业基

层工会联合会、粮食基层工会联合会、供销基层工会联合会、水利农机局工会、多种经营管

理局工会，中国教育工会东台市工作委员会、卫生基层工会联合会，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

会等16个基层工会联合会和系统工会．以及东台、安丰、富安、时堰、三仓等5个镇工会。

1989年末，全市共有基层工会545个，会员75451人。

(三)

工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为广大职工反对剥削和压迫，为工人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在民国时期，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求

得最低的生活条件，东台行业工会组织刨烟、香业、药业工人和陆陈业职工分别举行过声势

浩大的罢工斗争；搬运工人为反对封建把头，举行过反对把头的示威游行。抗日战争中，沦

陷区的台城筛米工人，开展了反对减工资和反汉奸把头压迫的斗争，维护了工人的利益．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

·①工抗即工人抗日协会或工人抗日救国会．教抗即教师抗日协会，医抗即医务工作者抗日协会、海(渔)抗即捧遵

和内河渔民的抗目组织，商抗即店员成立的抗日组织，车抗即独绐木车运输业抗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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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后，县总工会组织广大职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双学，，活动。

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企业单位普遍

推行在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维护职工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特别在中共东台县委

的领导下，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

全县出现了党、政、工协调一致，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好形势。各级工会加强职工思想政、

治工作，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普遍深入，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文艺活动更加活跃。企业民主管理得到了加强，

职工参政、议政能力有了提高。广泛开展以“双增双节"①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

同时组织职工围绕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建设，开展“五讲四美"②活动，以优质、适

销、高效、安全生产和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开展为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立功竞赛活动。

(四)

东台县总工会从成立起，就注重关心广大职工的生活福利事业，重视劳动保险和劳动保

护工作。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明确规定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权下的法律地位与职责，使

职工群众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主人翁应有的作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后，-

东台县总工会在中共东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组织学习、贯彻，检查《工会法》

的实施。同时为改善工人的文化、物质生活，县总工会兴办职工业余学校、工人俱乐部、职工

医疗机构和职工托儿所。并根据党的政策，配合行政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和办好集

体福利事业。1953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基层工会与行政签订劳保合同，职工生、

老、病、死、残有了保障。工会主管劳动保险的同时，配合行政在较大的企业设立医务室、托

儿所、理发室和浴室等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随着女职工人数的增加，为照顾女职工的生理

特点，增设女工休息室、哺乳室、更衣室、冲洗室和女浴室，切实加强了女工的劳保福利。职

工食堂是各级工会经常关心的一项福利工作，特别是在国家3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工会着

重抓职工食堂的民主管理、计划用粮、饲养种植和卫生管理，使职工群众吃饱、吃好、吃得卫

生。此后，县总工会每年与劳动、卫生等部门配合，对职工食堂注重联合检查与群众监督相

结合，有时由各系统相互检查食堂的民主管理和卫生情况，促使条件不断改善。工会对职工

的劳动保护工作非常重视，历来通过安全教育，年年配合劳动等部门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建议或通报。每年夏冬季节，县总工会还配合劳动、卫生部门进行防暑、防

冻、安全生产大检查，对有损职工健康的做法提出批评意见，研究纠正措施。19Ro年以来，县

总工会为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每年举办劳动保护训练班，并经常召开劳动保护工作会议，

制订和修改规章制度，开展评比活动，工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贡献。县总工

会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开展职工的技术协作和技术交流活动，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

1983年5月28日《工人日报》第三版以“一个踏踏实实为工人办事的县总工会"为题，介

绍了东台县总工会的事迹。 ．

． ①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②讲文明、讲礼貌、讲善生，讲秩序．讲道德；专灵美，语胄美7行为差、环境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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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东台市(县)总工会在关心职工物质生活、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还经常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年年组织多种形式的文艺、体育竞赛，增强职工的身

心健康。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各项工作中，市(县)总工会特别注意建立健全工

会系统的各种群众组织，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是工会工作的基础。市(县)总工会经常

进行评比表彰优秀工会工作者和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由于各级工会干部、积极分子的努

力，创建“职工之家”①、争当“职工之友”的活动成效显著，1989年底全市已有412个基层工

会(占应建家总数的7．8％)建成合格的“职工之家”。

①整顿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职工之家。，是工会开刨断局面的基层组织，建设系统的工程，是全国总工会为贯

和蒂实中勇共产隽第十三次全国代孝大舍，确定的零目标和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任务的重要决策．
’～L’1，。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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