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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会 88 周年丛书

序 中
一
日

徐崇先

2009 年，是徐州工会成立 88 周年。 1921 年，在刚刚诞生的中国其产党的

领导下，在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大罢工期间，陇海铁路铜山县站(后改称徐州

北站)工会成立，徐州工会组织诞生。从此，徐州工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徐州工会运动揭开了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

88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徐州市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动员

组织下，徐州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紧密团结，英勇奋斗，艰带创业，开拓奋

进，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为赢得徐州的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为徐

州经济恢复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徐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做出了光辉业债。 88 年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徐州工会始终坚持中罔共产党的领导，始终闺

钝每个历史阶段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紧跟时代步伐，牢记历史使命，履

行光荣职责，团结职工群众，为徐州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 88 年的伟大历程中，徐州工人队伍在勇立潮头中不断成长壮大，工会

组织在改革探索中不断健全发展，工会工作在解放思想中不断句时俱i茬，工会

事业在开拓创新中不断阔步前行。

徐州工会 88 年的光辉历史充分证明，徐州工会不愧为党密切联系职工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不愧为全市职工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不愧为椎动徐

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徐州工会 88 年的边动实践充分昭示，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工会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服务会市发展

大局是工会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坚持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是工会安身立命的



根本原则，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问时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具体权益是工

会责无旁贷的基本职责，坚持创新工会组织体制、工作机制和活动方式是工会

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

值徐州工会 88 周年边际，徐州市总工会组织编慕了《徐州工会大事记》、

《徐州工人发展史》、《徐州工会组织发展史》、《榆州工会成展史》丛书，全面回

顾徐州|工会走过的光辉历程，科学总结徐州工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回顾历史，

总结经段，在于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积蓄和凝聚起不断前进的强大力囊。徐

州正处在加快振兴老工业基地、会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奔

小康、建设新徐州，是惠及全市人民的伟大事业，也是历史赋予徐州工人阶级

和全市工会组织的爱大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充分依靠全市人民的

共同努力，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各级工会组织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勇于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主动、依法、科学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扩

大覆盖面，切实增强凝聚力，把工人阶级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力量凝聚到深化改

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上来，在全面奔小康、建设新徐州这一新的历史征程中

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谨向为徐州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的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广大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徐州工会事业发展

做出赏大贡献的历届工会领导和广大工合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致以崇高的

敬意!

88 年，往者既积，倍当珍惜;

88 年，来者未已，史待峰喋!

(作者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徐州市总工会主席)



徐州工会 88 周年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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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州工会 88 周年丛书由《徐州工会大事记))(简称《大事记)))、《徐州工

人发展史))(简称《工人史)))、《徐州工会组织发展史))(简称《组织史)))、《徐州工

会发展史))(简称《工会史))) 4 个分册组成(<<工人史》、《组织史上《工会史》简称

"二三史")。

二、本丛书采用中国近现代史通常历史分期法。《大事记》上编卒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与民主革命时期.记事时限始于 1882 年，止于 1949 年 9 月 30 日;

中编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记事时限始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止

于 1978 年 11 月;下编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记事时限始于

1978 年 12 月，止于《大事记》记事下限 2009 年 7 月。"三史"以新中国成立前

(上限至记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 1949 年 9 月)、新中国成立句社会主义过渡

时期 0949 年 10 月五 1956 年 9 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 年 9

月至 1966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时期 0966 年 5 月五 1976 年 10 月)、社合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 年 10 月1. 2009 年 6 月)设章;为突出记述徐

州工会亮点阶段工作成就或特色，可适当突破历史分期或在基本历史分期内

分阶段设章。

五、《大事记》采用条目式结构。"三史"的基本结构为章、节、目等 3 个层

次，章规定记事的历史时期，章下各节以事类分，记述工人队伍、工会组织、工

会各项事业的发生、发展;各章前设无题序，总括全章内容大略。

四、丛书记事范围为徐州市现行行政区划地域，以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建

设、工会事业发展为记i毛主线，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上级工会组织重大事件

以及对本地区工人运动和工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决议、指示作为背景资料酌情

记述。



五、丛书综合利用记、述、讯、传、阁、农等各种体载，以记述为主，表、图随

义而设。

六、丛书统一采用公元纪年法纪年。

...t;、丛书中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一般用简称;各历史

时期名称不同，按历史时期名称书泻。地名称谓用当时名称，与今名不一的括

:主今名。

八、丛书数据使用，政府统计部门有统计数据的使用统计部门统计数据，

统计部门无统计数据的使用其他资料数据。数据书写，除专有名词必须使用

汉字外，一律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形式书 ~o

九、丛书计量单位使用现行计量单位，原始资料中的计量单位换算后以现

行计最单位书写，引用原始资料原文则保持原貌。

十、《大事记》条目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未体编写，按时间 )11页序排列。

日期明确的记至日，日期不明确的以句、月、上半年、下半年、本年记之。《工人

史))"工运先驱"以卒年为序"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简介"以获奖时间为序。

《组织史))"历届主席(主任)、副主席(副主任)简介"以届次为序。

十一、丛书锅写资料来源于档案资料、历史文献、报刊资料以及各部门编

修的史志著作。 限于篇幅，出处一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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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中国威立前 I 人队伍

(1882-1949) 

徐州工人的出现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熙宁年间，徐州冶铁业即很发达。

苏轼任徐州知府时《上神宗皇帝书》中说，利国有冶"二十六户，冶各百余人"，

数千人的冶铁工人队伍，在当时可谓规模之大。 1078 年始开采煤炭，煤矿工人

出现。时冶铁、煤炭业尚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工人亦非近代意义上的

工人。

1882 年 10 月，、江苏境内首家民族资本工业徐州利国矿务总周建立，产业

工人随之产生。 1890 年，市内商业的发展，手工业作坊兴起，形成以店员为主

的非产业工人。工商企业不断发展，工人队伍逐步壮大。

徐州近代工人产生发展经历 3 个时期。 1882 年 8 月到 1919 年 5 月为起

始期。此时，政府制定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造就徐州民族工业发展的第 l 个

黄金时期，为工人队伍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0 世纪初，津浦、陇海两条铁路通

车，邮政局、电灯厂、鸡蛋加工厂等企业兴办，酿酒、皮革、印刷、织布、肥皂等轻

工业和手工业兴起，为工人队伍成长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五四运动前夕，徐州

工人为 2. 1 万余人。 1919 年 5 月至 1938 年 5 月，为工人的成长期。这个时

期，徐州工业增长迅撮，新开厂、店增多，产业规模扩大，榨油和酿造业尤其发

达，城内形成皮行(制革)、红炉、竹器、银市、粮行、铜器、烟摊等专业街，工人数

最激增至 4. 1 万余人。 1938 年 5 月至 1948 年为工人发展的阻谛期。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末，日军侵占、战乱不断、市场萎缩、通货膨胀，经济消衰、

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工人队伍发展受阻、数量增长缓慢。到 1948 年，市内除煤

矿、铁路、电厂、邮政、公路运输外，仅有宝兴丽粉厂、兴业烟厂和大源油厂(两

个半烟囱)以及少数小型铁加工厂、小型作坊及商店等，工业的消费特征突出，

产业不平衡制约工人队伍的发展。全市工商企业 3532 户，工人 48797 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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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5 月沦陷至 1948 年 12 月解放的 10 年间，工人队伍仅增加 7265 人，非

产业工人占主人总数的 57% 。

新中国成立前，徐州企业技术含最低，资本家为追求最大利润，大量使用

女工和童工，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企业

无劳动保护设施.伤亡事故频发。日本侵略者侵占徐州工矿企业后，野蛮掠夺

资源，残酷迫害劳工，血腥镇压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徐州工人或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白发组织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压迫，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

屈不挠的斗争，举行罢工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百余次.展示出徐州工人革命富有

远见、责任敢于担当、做事坚韧素朴、做人有情有义的性格，谱写出可歌可忧的

工人运动史。

工人队伍产线节第

一、产业工人

在徐州早期工人队伍中，产业工人产生早、发展快、人数多，是工人队伍的

童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产业工人是徐州利罔矿务总局的煤矿工人。从 1882

年到 1948 年 12 月，相继产生煤炭、铁路、电业、邮政、电信、机械、面粉、榨油、烟

草、火柴、制革、酿酒、织布等 18 种门类产业工人，工人从产生之初的 500 多人

发展到 2 万多人。

煤矿工人

徐
州
工
人
·
或
准
史 1881 年 9 月，两江总督左宗棠上疏蛊帝，请求开办江苏利国特煤铁矿。光

绪皇帝准旨后，南京候补知府胡思撵参照开平煤矿经验，拟定《招商集资章

程)) ，集股金 10 万阀，于 1882 年 10 月 5 日在利国驿小北山创办徐州利国矿务

总局，从山东、东北招来数百名工人在利国蔡山开采煤炭，第 l 批产业工人产

生。次年，矿址东迁青lU泉，开煤井 12 廊，日产煤四五十吨，除临时工、季节工

人外，正式工人约 500 多人。 1884 年后，矿务由胡思壤之子胡碧激管理，由于

扬州大股东李均事见煤矿无利可图将股金撤出，胡碧激危局难撑。 1898 年，粤
2 



商吴昧熊向清政府户部申请备案，成立贾汪

煤矿公司，煤矿中心从青山泉移至贾家汪(贾

汪)。先后建 5 眼井(其中 l 井后报废) ，日产

量少时 10 吨，多时百余吨，正式工人约 500

人。 1912 年，袁世凯族弟袁世传接办贾汪煤

矿公司，于 1916 年修贾汪至柳泉运煤铁路专

线，次年通车。拥有小机车 3 辆、小铁车 300

辆、大机车 2 台、 5 吨车 13 辆、 10 吨车 54 辆，

日产量 500 吨，雇用工人 2000 余人。 1927

年，上海远记公司董事长严惠宇出资代办贾

汪煤炭，修复旧井，维持生产。由于亏损严

重， 1929 年夏宣告破产。 1930 年，上海民族

资本家刘鸿生集股 80 万元大洋接办贾汪矿

场，成立华东煤矿公司，扩大开采，煤炭销售上海等地。 1936 年产煤 347230

吨、日产 965 吨，为胡恩'盛时期日产量的 19 倍、袁世传时期日产量的近 2 倍，工

人增至 5000""'6000 人。徐州沦陷前夕，华东煤矿公司聘用的矿长江山寿弃职

离矿，原矿股长秦建欧主管，生产停止。为保护煤矿避免战争劫难，利用日德

之间轴心国的关系，于 1938 年 2 月 6 日至 10 月 23 日由德国人卡尔出面经营。

10 月 24 日，日军占领煤矿，改名为柳泉炭矿，隶属日军华北兴中公司，加紧对

煤炭资源的掠夺，日产量达 2000 吨，比 1936 年的日产量增加 2 倍多，工人约

5000 人左右。 1945 年 10 月，华东煤矿公司委派徐季良为接收委员接收贾汪

煤矿。 11 月，国民政府军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派何大刚以监理名义接管，陆军

部派中将高参郭心冬为总经理企图霸占贾汪煤矿。徐季良多方努力，于 1945

年 12 月 20 日与日方柳泉炭矿常务董事斋滕粥州办理移交手续。时矿场工人

4914 人，其中职员 289 人(日本人 68 人) ，雇员里工 1358 人、外工 2595 人，矿

警队员 700 人。日军侵占贾汪矿区 7 年，掠夺煤炭 245.9 万吨，煤田遭到严重

破坏。 12 月 21 日，徐季良奉国民党陆总及经济部伤令正式接收后，复名华东

煤矿。 1946 年 9 月，刘鸿生、陆子冬等恢复华东煤矿公司，并开凿韩桥新井，新

(韩桥)旧(夏桥)两区日产量 2000 吨。 1948 年 11 月 9 日，贾汪解放，华东财办

工矿部矿务局派徐石代表人民政府接管，改为贾汪煤矿，职工为 8482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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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刷工会 88 周年川

职员 313 人。

铁矿工人

1882 年，胡恩壁创办徐州利国矿务总局时计划"煤铁兼兴"，因 1883 年 1

月中法战争爆发，商市骤落，招股困难，只得"暂置开铁" 1913 年，袁世传接收

利国煤铁矿务局原置矿产后，筹资 127 万元组建利国驿铁矿有限公司，招收工

人 1000 余人开采铁矿，徐州铁矿工人产生。 1931 年，上海人赵威淑集资成立

利华铁矿，招收工人 1000 余人。次年采矿 13.7 万吨， 1933 年达 15.03 万吨，

矿石销往上海。后因日军进攻上海，难以运销，被迫停采。此后，山东杜荣贵

集资进行小规模开采，因运输受阻而停止开采。日军占领徐州后，日钢管株式

会社、信托三友会社等企业参与掠夺性开采，在关东、河南抓来上千名劳工投

入铁矿开采。日军开采 6 年，获数十万吨矿石经日办南京铁厂压块后送往日

本。 1945 年日军技降，采矿设施全遭破坏，矿山变成废墟。 1949 年 10 月，山

东省人民政府工矿部派军工部门人员，在地方人民政府协助下招收 300 名工

人，恢复生产。

铁路工人

徐州铁路工人随台、枣、清、杨铁路的修建而产生。 1908 年，清政府开工修

建台(台儿庄)、枣(庄)、清(清江浦)杨(徐州东杨庄)商办铁路。 1909 年 6 月，

徐州府站和车头房破土动工，年

底竣工。同年，津浦线开工，

1912 年 11 月全线通车。 1915

年 4 月，陇海铁路商丘至连云港

段通车;徐州机器大厂(陇海铁

路大厂)建立，有工人 1500 人。

徐州为津浦、陇海两大干线交叉

点，南北、东西贯通，客货运输量

急增，工人队伍日益壮大。 1921 年 11 月，津浦路徐州火车站、车头房有工人

200 人，其中车头房内检修工、乘务员、浇油工 50 人;火车站客运、货运工人 150

余人;机务工人 400 余人;加上站务等工人总数 1000 余人。陇海铁路工人

1000 余人，加上徐州机器大厂工人 1500 人，铁路工人达到 3500 人。 1928 年，

陇海铁路徐州办事处设有车、机、工、电、警 5 段和医院。两路共有员工 5000

徐
州
工
人
发
展
史

陇海铁路铜山县站(今徐州北站)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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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军占领徐州后，对铁路实施军事管制。 1939 年 4 月 17 日，徐州铁路移

交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局管理，在徐州设办事处。 1944 年 5 月 l 日，徐

州办事处升级为徐州铁路局。 1945 年 10 月，回民政府接收后，徐州地区铁路

局，设运输、财会等 7 个组，下设车务、电务等 5 个段。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徐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铁道部接收津浦、陇海铁路及徐州机车工厂，有工人

5851 人，其中津捕路员工 2894 人、陇海路员工 2957 人。

电业且人

1914 年，北洋军阀巡阅使(两省以上的军阀给以巡阅使的官衔，以便控制

真地盘)张勋驻防徐州，在城东角老睐站(今电南巷)建长江巡阅使公署电灯宫

广(徐州电灯厂前身) ，从南京劝~厂调运 1 台 50 马力 (367)直流发电机安装发

电，供巡阅使公署和私人住宅照明使用。张勋从扬州机器广(枪械修理)借来

20 名机械工人安装机棒，负责人为包东升和张勋的随从尹华栋、包东升从南京

请来的技术工人藕容峰。张勋从上悔请来黄荣茂和徐仁根负责电灯广发电设

备操作和线路技术。发电成功后由黄美茂负责外线路工作、徐仁根任厂内老

柜一一发电车间工长，徐、黄等 30 余人成为徐州电业的开拓者。 1916 年，改公

署电灯官厂为徐州电灯厂，由张勋的姻兄万彝存和副官亭玉庭管理，先后安装

两台 250 旺发电机和 1 台 136 耻煤气发电机组，有专业技术工、临时工约 90 多

人。 1919 年，电灯厂改组为商办耀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添置 2 台 200 旺发电

机组，于 1921 年春竣工发电，从业人员 300 人左右。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徐

州最繁华的察院街(今大问街)大商号天福、天成、裕泰祥、华玉和泰等竞相安装

霓虹灯，每到夜晚，整个寐院街五光十色，有小上海之称。 1934 年，贾任煤矿安

装 2 台 250 旺汽轮发电机组，开始将电力用于煤炭生产。徐州沦陷后，电广均

被日军霸占。 1940 年，日本侵略军为掠夺煤炭资源，在贾汪扩建电厂，增装 l

台 1250 汽轮发电机，并架设贾汪茧徐州 22 千伏输电线路向市区供电。抗战胜

利后，回民党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陈大庆接收电厂，派邹秉庆接管电灯厂。贾

汪煤矿电厂则物归原主，刘鸿生之子刘念智管理煤矿和电厂。徐州解放时，除

贾汪电厂用于采煤的 5 台发电机组容量共 3600 旺外，徐州电灯厂(含贾汪电

广)实有发电能力为 2786 旺，有工人 292 人。

邮电且人

1894 年，镇江海关监督亘某(外国人)借巡员杨彼来徐，在道衙门(文亭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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