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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体修志人员近五年的辛勤工作，吴江第一部工会志书《吴江工

会志》终予问世了。 ．．

““
‘．

吴江自古人才辈出，地杰物庶，尤其是丝绸，早在唐朝时期就蜚声海

外，自然，吴江的工人队伍也伴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而形成、成熟。新中国

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吴江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

主义的斗争延绵不断，可歌可泣。吴江的解放，无不凝结着工人阶级的英勇

献身精神，无不显示着工人阶级在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中的主导作

用。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吴江各级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充分发挥其联系党、政府和职工群众的纽带、桥梁作用，大力开展群众

生产工作，代表和组织职工参政议政，积极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

益，不断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素养，努力建设一支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有力地推进了吴江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事业的发展。同样可以说，吴江解放以后的发展和近几年的崛起，包括连

续十二年夺得江苏省外贸收购桂冠、跨入全国经济百强县行列等成就，都

有着工人阶级的奉献与辛劳。 ．．．

显而易见，《吴江工会志》作为记载吴江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工会活

动及其相关内容的史书，正是这样循着历史的轨迹，去追溯吴江工人运动

和工会工作的往昔，并通过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推动新时期工人运动的

健康发展，以完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吴江工人阶级在建设有
．‘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负有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江工会

志》也是对前人的缅怀、今人的鞭策和后人的激励。

“盛世修志"，中国古有此说，今日大举修史编志，一方面足以反映出当

今社稷安泰、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一种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宏愿。然而“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再加上门外之汉，初创之举，难免．

造成志书的不周和不当之处，于此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吴江工会志》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曾得到苏州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

和中共吴江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悉心指导，以及

吴江市老一辈工会工作者的关心支持，在志稿成书之时，我谨代表吴江市

总工会和吴江工会志编纂委员会，向有关的单位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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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本志书按照工人运动和工会发展的历史时期编纂，追溯到事物的发端，正文下

限至l 9 8 9年年底。 ．

三、本志书记述吴江境域内有关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之事物，部份范围延伸至县

外者，作简略记述。

四、全志书结构按篇、章、节、目编排，结构内容按“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确

定，以工作内容归类，不受部门、单位工作分工的局限。 ．

五、本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五种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选用照片、

图表。

六、志书的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根据叙事需要，辅以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书采用分类系事，年代为经，事类为纬。为突出吴江地方特色，凡能体现特

色之处，在内容上略加详写。

八、本志书对职工群众和工会组织参加解放前后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

“宜分不宜合"的原则，择要散记于概述、大事记和其他有关章节中，不设专门章节记

述。 ，

九、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吴江市档案馆和吴江市总工会档案室，辅以采访部

分工会干部、老职工，以及各镇工会提供的历史材料。

十、币值单位，解放以前以当时通用货币表示，不加换算。民国时期的货币单位

“元”，民国2 4年(1 9 3 5年)1 0月前为银元，2 4年l 1月至3 7年(1 9 4 8

年)8月l 8日为法币(其中沦陷时期是伪币中储券)，3 7年8月1 9日后为金圆券。

l 9 5 5年3月1日前为旧币，其后为新币，折算比例l O O O O s l。

十一、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 9 8 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有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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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吴江县位于江苏省最南端，西濒太湖，北依吴县，东邻上海，南和西南与浙江省嘉

兴、湖州接壤，距苏州市区仅1 6公里。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 O 9年)建县。据清乾隆

t吴江县志》记载：“吴江者以江属吴县故地，分置县者遂取其名竹，历史已逾千年。吴江

县全境面积l l 7 6．7平方公里，人口7 5．8 5万人。现有县属建制镇l 2个，乡

l 1个。松陵镇为中共吴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7
。

“

吴江全境地势平坦，气候温润，交通发达，水陆两路通往沪、宁、苏、杭等大中城市，

成为南北要津，东西要道。吴江地理环境优越，特产资源丰富，是苏南大米、水产、蔬菜

和丝绸等大宗产品的集散地之一，特别是东方丝绸市场似颗明珠呈现在盛泽镇，耀映

出这一水乡泽国的胜景。吴江文化教育发达，历代名人辈出。近代有早期投身革命，为

党壮烈牺牲的张应春烈士(1 9 0 1～l 9 2 7)；民主革命先躯、杰出的爱国诗人柳

亚子(1 8 8 7～l 9 5 8)；著名社会会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以及

现任国际大法官倪征噢等。县内文物众多，同里古镇及其退思园、黎里镇柳亚子故居

和震泽镇王锡阐墓和慈云寺塔，均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江经济以农业、轻工业产品著称于史，历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较发达的地

区。县内七个大城镇，工商业集中，市场繁荣，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经济枢纽。震泽的

桑蚕缫丝、盛泽的丝绸织造历史悠久，负有盛名，产品蜚声国内外，赢得“日出万绸，衣

被天下”的赞誉，冠以“丝绸之乡"美称。芦墟窑业生产的青砖小瓦、平望的农具制造、造

船业和同里、黎里的粮油加工，闻名苏杭等地，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格局和浓厚的乡土色

彩，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塑造了雏型。 r．

’
．，

进入2 0世纪2 0年代，近代工业渐渐兴起，地方工业日趋发展，但是几经沧桑，

历尽艰难，基础相当薄弱。至l 9 4 9年，全县大小工厂企业仅存2 4 5家，固定资产

7 2．2万元，年总产值2 6 1 3．6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各业获得生机，生产连年增

长。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l 9 8 9年全县农、

l

⋯～1_h_r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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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成丝绸、印染、化工、机电、轻工、食品、建材和电力等9个系

2 6 4 6家企业，工业总产值(含村办工业)4 7亿多元，占工农

，比l 9 7 9年增长7．8倍。以丝绸为大宗的外贸收购总额达

创汇连续8年居全省各县之冠。 。

孕育了工人阶级的产生和成长。全县产业工人形成最早、最集中

年代初，已建有郎琴记、民生、美丽、大中华和仁记等电力绸厂9

家，有绸机l O O多台，雇工l 5 O人左右，产生了第一代丝织产业工人．至l 9 3 6

+年，绸厂相继发展，工人增加到l 6 4 3人。同时各镇缫丝、粮油加工、电力和交通运输

等产业工人相继形成。1 9 4 9年全县职工有8 9 O O多人。新中国成立后，职工队伍

不断扩大，l 9 8 9年全县职工达l 2．2 9万人，为l 9 4 9年的l 3．8倍．

t 吴江工人阶级勤劳勇敢，富有革命的斗争性和坚定性，民国时期工人斗争持续不

断。1 9 2 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江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全

力声援上海工人，热情投入反帝爱国运动。l 9 3 7年抗日战争前夕，盛泽丝织工人因

不堪厂方肆意压榨，举行联合罢工．1 9 4 3年春，盛泽安乐、中兴、三星等绸厂工人，

不满厂方任意停工解雇工人，奋勇抗拒敌伪军警镇压。ll 9 4 7年6月，国民党中央训

练团第2 9军军官总队人员，强奸同里镇小学教师邹月娥。惨案传出，同里镇工人学

生、商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鼓动和组织下，开展“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

1 9 4 8年1 1月，物价暴涨，国民党当局勾结不法米商，制造“米荒一，丝织工人无米
‘

为炊，怨声载道。中共盛泽纺织支部因势利导，领导组织工人联合罢工．效百名工人进

行示威游行，一举把1 8家米行企图偷运出境的大米全部抄出．1 9 4 9年初，国民党

政权行将崩溃之时，中共黎里支部组织工人和地方武装，进行周密布置，一举击退匪特

企图“劫收竹的进犯，保护了全镇人民生命和财物的安全。在迎接解放的过程中，各镇工

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下，组织纠察队护厂护店，保护仓库，控制地方武装的枪支

弹药。工人阶级为迎接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l 9 2 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成立吴江县党部，下设吴江县工会，列为

当时民众团体之·。l 9 2 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工会曾一度夭折。l 9 4 5年抗

战胜利，国民党县党部筹组县工会，9月召开“代表大会修，成立吴江县总工会，下属丝

织、搬运、水木业、理发等1 1个职业工会，有会员l 6 1 9人．

；

0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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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9年5月，吴江全境解放。1 O月1 7日，中共吴江县委决定召开吴江县工

人代表大会，建立吴江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l 9 5 5年6月，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

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吴江县工会联合会。l 9 6 1年吴江县工会联合会改名

为吴江县总工会。至1 9 8 8年9月，县总工会先后召开八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八届县工会委员会。此间，由于在l 9 5 8年至l 9 6 O年，受“工会消亡论”的影响，

．工会地位和作用大为降低和削弱，工会工作一度遇到挫折．1 9 6 6年。文化大革命一

开始，县总工会逐步瘫痪。l 9 6 8年县各级工会被“彻底砸烂一，由“工代会”所取代。

l 9 7 3年上半年工会经过整顿建设重新恢复，1 9 8 4年开展整顿基层工会，建设

。职工之家”活动，各级工会组织得以巩固和健康发展。． 一 ．’

。

县总工会机构，根据工会工作的需要，设置办公室、组宣部和生产生活部等部门。

县总工会第八届委员会期间下属l 2个镇工会、l 1个乡工会工作委员会(县教育工

会和县级机关工会是县总工会的直属机构)；基层工会6 9 9个，会员9．4 2万人，占

职工总数7 7．8％，工会专职干部有2 3 4名。县总工会所属事业单位有县工人文化

宫、各镇工会俱乐部、七所镇工会业余学校，以及县职工技术协会、退休工人管理委员
。

一 县总工会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各个时期工会工作的

方针，领导全县职工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建国初期，动员在职职工开展

大规模的政治启蒙教育、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职工学政治、学文化的积极性，以

及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5 O年代，广大职工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积极

投入镇反肃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一和“五反一以及对私改造等各项政治活动。

l 9 5 3年起，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县总工会和各级工会以生产为中心，

发动组织全县职工以主人翁精神，开展先进生产者，以及学、比、超、帮劳动竞赛和双革

四新、提合理化建议活动，促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l 9 6 4年3月县先进分子代表大

会表彰“五好一企业2 2个、班组1 3个，“五好”职工2 8 2名．“文革"期间，各级工会

组织遭受浩劫，众多职工竭力反对工人阶级内部分裂，坚守岗位正常生产、努力减轻因

动乱而造成的损失．1 9 7 8年l O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工会工作拨乱反正，出现了新的局面。1 9 8 O年，。为四化立功”活动

等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相继开展；1 9 8 4年，县总工会组织职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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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一活动；i 9 8 8年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五个一”等劳动竞

赛中，全县5 7家缫丝、丝织和丝绸印染企业开展“创优、夺牌，上质量、争创汇”一条龙

同行业竞赛，取得经济效益6 9 7．9 3万元，占全县竞赛总效益3 8．9 8％。从

1 9 8 6年到1 9 8 8年，全县开展职工技术练兵1 O．9万人次，提合理化建议

2．4 5万条，技术革新8 7 8件，攻克技术难关项目5 4 2个。三年创经济效益

3 3 3 3万元，为提前实现县经济翻番目标作出了贡献。l 9 8 9年，全县工会进一步

加强群众生产工作，取得经济效益l 8 2 3．2 5万元，比1 9 8’4年的l l 5．9万

元增长近l 6倍，全年实现目标管理计划l O 1．3％．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涌现不少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l 9 5 6年至

l 9 8 9年，有肖水根、葛祥荣、洪金凤、张锡恩、姚梅凤、宋霖岩等6人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有钱福珠、毕玉明2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有

2 9人荣获全国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荣获省市劳动模范称号的有2 O O

人次，县级劳动模范2 1 8人次。钱福珠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

在组织群众生产的过程中，县总工会配合企业行政，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

劳动保护的法规和条例，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培训安全员，参与处理工伤事故，加强女

职工的特殊保护．至l 9 8 9年全县已建安全监督检查委员会2 3 O个，设立安全检

查员2 2 6 3名，进一步强化了工会在劳动保护方面的监督职能。
’

为推进企业民主管理，l 9 8 1年起，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企业中恢复和建立。

l 9 8 4年职工2 0 O人以上的工厂企业建立了职代会制度，占总数的9 6．8％；有

3 3个2 O 0人以下的单位实行职工大会制，代表职工审议重大决策和计划，讨论通

过各项规章制度，决定职工生活福利等重要问题，行使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l 9 8 6

年，根据机关广大干部职工的要求，县工会又逐步在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工会组

织，从机关、事业单位的特点出发开展工会工作。l 9 8 9年，全县3 8 8个单位包括

6 O所中小学基本建立职代会(教代会)或职工大会制度，其中民主选举、评议领导干

部的单位有l 2 8个。同时全县有l 6家工厂签订共保合同，使民主管理向制度化、契

约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县总工会El益重视关心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解放初期县

工会协助政府安置救济失业工人l 3 7 O多名，拨出经费建立、发展互助储金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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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因病负债无力偿还的职工6 3 9名，发给补助费2．7 5万元≯6 0年代初，工会

配合行政加强职工食堂的管理，开辟自给性副食品基地3 O O多亩，妥善安置职工生

活；1 9 7 9年，全县基本建立幼托工作网，实行独生子女免费入托；1 9 8 0年县总

工会会同l 3个部门进行职工生活大检查，重点检查组织制度、措施和福利经费的落

实情况；1 9 8 3年至l 9 8 5年，贯彻中央书记处座谈会纪要精神，职工集体福利事

业进一步得到改善，各级工会着重组织开展生产后勤工作竞赛，集中力量办好实事，解

决职工后顾之忧，同时加强妇婴保健工作；l 9 8 8年全县建有女工卫生室、哺乳室等

3 O个，职工的生活设施大为改观。l 9 8 6年3月县总工会协助组建县职工物价监

督检查总站，下设7个分站，配合有关部门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各种违法活动，开展

争创“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户)’’活动。 ·

．

：l 9 5 O年开始，七大镇(指松陵、盛泽、震泽、平望、黎里、芦墟、同里七镇，下同)

工会职工业余学校初步形成，并建立比较完整的职工教育体系。6 O年代初和“文革嚣

期间，各职工学校停办。7 O年代，特别是l 9 7 6年。文革”结束后，职校重新兴办，开

办第一届中央电视大学，设有电子、机械教学班和各类技术文化班。8 O年代，工会职

校“转轨变型什，积极参与、协助行政办学，为青年职工进行文化技术补课教育，举办班

组长岗位培训。经过多年教育培训，一批工人掌握文化技术知识，成为企业骨干力量。

松陵镇职工业余学校从l 9 8 8年以来，参加各类大中专学习，达到毕业的干部职工

有大专生l 8 4名，中专生1 l 1名。从l 9 8 4年起，县总工会加强工会干部政治、

业务培训。截至l 9 8 9年止，共举办培训班4 1期，参加学习的干部达1 4 O 4人

次，促进了工会工作的提高和发展。
‘

吴江县总工会下属的七个大镇工会俱乐部系各镇文化宣传中心，解放以来，基层

文体活动在镇工会俱乐部的指导下不断发展。l 9 8 2年，县总工会拨出经费，扩大七

个镇俱乐部的活动基地。l 9 8 4年建造县工人文化宫，组织职工进行球类、棋类、跑

步、拳操等健身运动，开展联谊会、演唱会、文艺表演、舞会，举办展览会、文艺会演、黑

板报联展，以及讲演、征文、知识竞赛等活动，文体活动更趋活跃。在县图书馆和县工人

文化宫的辅导下，全县l O 3个基层俱乐部建有图书室9 8个，文艺团队8 6个，兴趣

爱好小组2 O多个和为数不少的各类体育运动队。解放以来，县总工会会同县文教局、

体委等部门，举行文艺调演8次、职工体育运动会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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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工会为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在乡镇企业迅速堀起的新形势下，于1 9 8 4年

在莘塔阀门工具厂试行建立乡镇企业工会，然后在全县逐步推开。到l 9 8 6年，全县

有乡镇企业基层工会9 6个，会员2 O 9 3 8名。l 9 8 7年县总工会参加省总汇报

会议以后，乡镇企业基层工会增加到l l 8个，会员3 l 6 6 7名，分别占全县基层工

会总数和会员总数的l 7．3％和3 3．6％。1 9 8 8年，全县l 1个乡全部建立乡

工会工作委员会，并聘任了2 O名工会专职干部。 -

‘l 9 8 4年6月，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以下简称“全总”)部署，全县基层工会普遍

开展了建设“职工之家”工作(以下简称“建家一)。根据全总六条标准，县总工会制订了

实施细则，分期三年分批实施“建家"方案。至1 9 8 6年底，全县3 4 1个基层工会建

成合格的“职工之家一，占应建基层工会总数的9 O％，获市级“先进职工之家”称号的

有l 3个单位。平望供销社获省总工会授予的“先进职工之家一称号。通过“建家”进一

步优化了工会干部的结构，提高了工会工作水平．．1 9 8 4年年底还成立了县职工技

术协作委员会．
⋯

·。

吴江县总工会自从l 9 7 3年恢复组建以来，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致力于工会

的自身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壮大工会组织，扩大会员队伍，使工会工作有

了很大发展，同时促进了国家、企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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