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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行文，采用语体，篇首置《综述》：纵述

沿革，横陈现状，以供读者了解全书概况。

二、本书上限起自1 932年，下限截至1 992年

末，记述前后凡60年原沧州地区有关公路运输-r会的
活动占

三，本书资料来源及编写，是本着依靠群众，众手

成书。内容多来自各基层工会，上下核对，求实求是，

不粉饰，不虚构。 ．

四、本书体例，大致包含：序、述、志、记、传、

图、表、录八种形式，务求合乎志体。

五、由于过去工会工作受某些因素制约，档案多有

遗失，记录不够完备，不足不当之处，尚望知情的老领

导、老职工多予指正。



■

序

我固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初无组织。自春秋工商食官制逐

渐崩清，开始出现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乡也有了氏营手工
，

业作坊。沿至隋唐城市工商有行，北宋有团行，降及明清行帮大

直，有会馆，有公所。其手工业行帮及商人行帮等行规虽有帮工

待遇、劳劝条件、学徒制度、公共福利等规定，但究以维持业主

为主的行业利益居多，且带有浓厚的垄断性质，．而关于劳苦工匠

切身利益者较少。其在欧洲则自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工厂手工业广泛采用新技术，

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家加剧了对工人的刺削．在英国初有工人

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以与资本家桐抗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

义势力侵入中国，工厂工人也成立工会，闻或为统治阶级所控

制，堕为黄色工会。

沧州地区，地当首都和南方水陆交通要冲，运输繁忙，民固

初有泊头脚行，民国二十一年有我党领导的赤色工会，抗日战争

时．1944年有铁道武工队。解放后各县市先后建搬运工会及码

头工会，劳力工会，货栈工会等了均由交通部门领导。直至

J她6年JD月组成沧州鹚区公路运输工会，全区交通系统会员多

述七千余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

工人的纽带，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支柱。它富于。组织性。纪
，

律性和革命性，正如列宁所说：“工会是工人阶级学习管理的学

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序 二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全国工人阶级的统

一组织。从此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在到自为，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

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展开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沧州人民和沧州的工人阶级，也和全国人民

一样，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为救亡图存，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卓

越贡献。 。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卯多年

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特别是在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新形势下，全国工人队伍日益壮大，工会工作内涵

愈加深广，工会组织，日趋完善。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潮

流，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应予记述积累、存志借鉴。由是，工会

修志势在必行。
’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过去的方志著述，浩如烟海。但

工会修志，当前尚少样本。工会志属于社会科学门类，是专业志

中的新品种。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样工会志

必须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

我省交通系统，自．，鲴J年以来，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和交通部党组的指示，普遍地展开了交通煽史修志工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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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特别是我省的沧州地区交通局，堪称硕果累累。多次受到省

领导部门及省地方志学会、省交通史志研究会的嘉奖与表扬。

1986年JD月，该区也和全省各地市一样，成立了公路运输

工会。他们在中共沧州地区交通局党组的领导下，不道余力地领

导全区广大职工开展工会工作。沦州地区交通局的工作在交通部

和全省被评为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交通工会工作在全省也名列

前茅。根据省交通工会J姗年发出的要求各地(市)“开展煽写
交通工会志"的指示精神，他们发扬以往煽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及

积累的诸多经验。组织和开展了工会志编写工作。

可喜l可贺!没有不收获的耕耘，经过近五个春秋的酝酿动

员、搜集资料、试写专题、编写长篇，到1993年夏该志修订完

成。综砚全书，都刀万字，，体例完备，横排纵写，材料丰富，

文字清新，基本上合乎志体。在立意方面，则是以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固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表达了全区交通战线职工爱党爱国、勤劳朴实、欣

欣向荣、积极向上的伟大形象。这是_部建固以来记述沧州交通

工会活劝的专业志。是当前工运活动承前启后的资料书，可供存

史，资治，‘也可做宣传教育的工具书，在它出版之际，我谨代表

河北省交通工会、河北省交通工运史志编委会对此书的问世，予

以支持和赞赏。

——4——

·j董天祜
’

1993年金秋序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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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辛亥革命虽然改制共和，但只是皇帝统治换了军阀统治，争

取民主与自由的权力，仍归失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千方

百计地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时，1917年俄国爆发了以工人为

首的“十月革命0从此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

与其有数千里接壤、7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屡失

败的中国，在毗邻的影响下，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为契

机，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人物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等13所

大专院校的学生，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掀起了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相继上海日本棉纱厂

工人，各地交通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以及沪宁、沪杭、京汉。

京奉铁路工人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各地商人，店员也

都自动罢市，抵制日货，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形

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群众爱国运动。．经过“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工人阶级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于是在知识分子的密切配合下，“以俄为师’’，从复杂的斗争中寻

求救中国的真理。
’

。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8月，在

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这是

中国工运史上的第一个工人领导组织。这个组织首先出版了《劳

动周刊》，强调按照产业性质组织工人团体，以开展平民教育的

名义，举办工人补习夜校。不久，京汉铁路各站及安源路矿工人

也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代表工人提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的要求。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迁到北京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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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郑州成立铁路总工会期间，京汉路已组成16个工

会，湖北全省已组成28个工会，扩大了工人组织，提高了工人

觉悟。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罢工不下

一百余次，与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统治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

下，开始北伐，赢得大多数工农群众的拥护与支持。1927年1

月，汉口、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折

服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淫威。3月，上海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

响应北伐军，组织武装起义；而国民党军队竞勾结上海帮会及帝

国主义势力，于4月12日向工人纠察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同年

7月15日一向称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也召开“分共”会议，

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全国工人运动随着第一次大革

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
一

。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开始在各地号召组建工

会，但由于进步工人力量的抵制，那些工会不过是官僚资本的应

声虫，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不久阎冯倒蒋，内战重演；“九一

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了摧残。大多数的

工人濒临失业。1931年中华苏维埃建立才给全国破产的农民和

城市工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多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形势纵然严

峻，但终于顶住了逆流，走出了低谷，在延安建立了工农政权。

工人运动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

策的号召下，为了争取民主，救亡图存，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

沧州地区平原千里，交通便利，东临渤海，鱼盐甚富。黄骅

大港工程，指日可待；京沪铁路及北京一大名、北京一福州、山

海关—广州公路纵贯南北，石家庄一黄骅港、保定一沧州、沧州

一定州公路横跨东西，北京一九龙、神木一黄骅铁路正在抓紧施

工，沧州北倚京津，南接齐鲁，石油遍地，粮棉丰茂，是一片物

华天宝的经济开发地区。追溯过去，沧州地区除渔盐外，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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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为主；纵有少数手工业作坊，雇工都是自谋生计，没有帮行组

织。13世纪，元代开浚运河北段，由于南粮北运及沿河货船装

卸，一些重要码头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脚行，，。民国初年，津浦

铁路通车，各地车站的“红帽子，，，即是搬运工人的前身。沧州地

区的“脚行”，最早出现在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及铁路沿线的

沧县、桑园，泊头、东光、连镇、青县、臧桥，沙河桥、枣林

庄，苟各庄各地。其中泊头“脚行’’人数最多，装卸量也最大。但

多年来一直是当地的一些破产农民或无业贫民受商行雇佣，来了

货雇人装卸，干完活分完钱各谋生计。 ．
．

．

‘

第一次大革命期间，1926年冬，中共津南特派员刘格平领

导建立了中共铁路工人支部。当时军阀混战，政出多门，工人组

织薄弱，工运发展缓慢。1930年冬，中共顺直省委先后派吴建

华、路一、李凤瑞、孟克让等在泊头开展工运活动。，1931年

冬，在泊头清真寺内开办了工人夜校。1932年春，在回族群众

集中的“南脚行"成立了中共泊头码头脚行工人支部，相继又建起

了第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J赤色工会”。直至1937年9月日
本侵略军攻占泊头后转为地下。1938年初，中共冀中党委成

立，在沧州地区所辖各县，先后建立了工人救国会。1939年lO

月，冀中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冀中三分区工会相继建立。1940

年10月，冀中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三分区工会改称八

分区工会。1945年12月，恢复八分区各县工会。1949年8月，

八分区改称沧县专区，原八分区工会改称沧县专区中心镇工会。

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八

年抗战与三年解放战争，历尽了艰辛磨难，终于赢得了祖国的春

天。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有史以

来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1年河北省首届工会

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建立沧县公路管理段工

会，是为本区交通系统有公路职工工会之始。 ：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沧州地区各县(孟村、海兴除外)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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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县总工会和行业工会。当时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工会

组织，各地交通工会活动都以搬运工会为主。况当时新政初建，

百废待兴，城乡物资交流，搬运异常繁忙。其中沿铁路的泊头、

东光、连镇、桑园，沿子牙河的臧桥、沙河桥，沿大清河的苟各

庄及各个县城都拥有近数百人的搬运队伍。他们均以主人公的姿

态，有组织、有纪律地进行劳动生产。在本区恢复经济及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

1956年各县成立交通科(局)，设立搬运站或运输队，实行

政群分立，站、队为经济实体，组织生产。工会则负责宣传教

育、文体活动、劳保福利，监督、决策生产及分配、民主选举

等。站、队归交通科(局)领导，工会归县总工会领导，相互协

调，共促生产。然而，1958年年末，沧县专区工会根据中共中

央批准全总党组意见，撤销县以下工会组织(包括基层工会)及

专区直属机关工会。工会的人事、设备、．财务由人民公社或同级

党委研究处理，停止了基层工会自身的一切活动。

1961年6月，’津沧分治后成立沧州专署交通运输局，同时

恢复工会工作。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开展“文化大

革命"的通知，同年9月，专区工会及各县(市)工会被迫再度

停止工会工作。 ．

1973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1973)17号文件精神，筹建

沧州地区工会领导小组，各县市逐渐恢复工会组织，1974年4

月召开全区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沧州地区总工会第

一届委员会。1976年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政治上的

拨乱反正，工人的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工会工作正酝酿着新生。

1979年1月，根据河北省总工会《关于改变各地总工会体

制的通知》精神，沧州地区总工会改称“河北省总工会沧州地区

办事处，，。沧州地区交通局及各县市交通系统基层工会恢复重建

和新建工作。机关干部职工参加工会。1981年12月，’恢复中国

公路运输工会河北省工作委员会，。系统管理全省交通运输产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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