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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南县工会志

广东省郁南县总工会编



《郁南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盛世修志，正逢其时。编篡社会主义第一代地方志书，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号召，其目的是为本地“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

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它对推动本县各项事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和实用价值。

1985年3月，县委、县政府联合发文成立郁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以来，各级修志单位相应成立有关机构，组织力量编写部门专志，

积极为县志提供“分志，，资料，使《郁南县志》得以如期完成编纂和
出版任务。囿于县志的篇幅容量所限，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尚未被收

入，故不少的单位在“分志矽的基础上继续转上编修部门事业志，并

延伸修志的下限时间，矢志不移，把它编印成书，流存世上，。这是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盛事，后人将赞誉不己!县志办公室愿一

如往常支持各单位美成专志事业，共同为振兴郁南两个文明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丛书》以铅印为主，在出版前都经县志编纂委员会审定，至于

版本的大小，印刷形式、数量及发行范围等，均由修志单位确定。
本县现已铅印出版的《专志》计有：
郁南县水利志(16开本)

郁南县广播电视志(32开本)

郁南县金融保险志 ．(32开本)

郁南县林业志(16开本)

郁南县都城镇志(16开本)

郁南县交通志(16开本)

郁南县工会志(16开本)

郁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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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郁南县情为基

础，吸收县内外工会工作行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力争编写一本具有时代特色和实用价值的

《郁南县工会志))，为郁南工会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本志记事上限为1926年(中华民国15年)，下限至1992年(基层工会情况记至1993

年，大事记延伸至1995年6月)。按照详近略远，详异略同，重在当代的原则，记事重点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地记述郁南工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三、全书结构为述、记、志、人物、附录5部份。概述，综述全县工会概貌，大事记，

为全书之经，贯通始末，记述工会历史与现状的大事、新事、要事，专志，为全书主要篇章，

分述工会各项事业，编目采用章、节、目结构，横排门类，综述史实，人物，设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和能工巧匠，只记事迹，不作评述。记载在世的人物，用以事系人之笔，散记于有关

章节，附录，收录有关工会事业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简体字，加标点符号，以第三人称记述，据事直书，叙而

不述，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五、郁南县于1949年lO月18日解放，志中“解放前<后)"或“建国前(后)”，均指此

日之前(后)I凡称党的组织机构，均指中国共产党组织。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每章首次出现时夹注民国纪年，

此后不再夹注。记述的20、30、40⋯⋯年代，均为20世纪的年代。

七、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和县总工会公布为准，统计局和总工会欠缺的则采用有关单位

统计数字。行文和表格的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书资料来自档案、专著、各基层工会提供的资料，以及口碑资料，经考证后载

入。



序

黄灿荣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务求把它还给人民。这是我们编写((郁南县工会志》的主
要出发点。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结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

柱。这些在郁南工运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1926年，都城店员工会、车缝工会、理发工会、

建筑工会、船务工会、连滩库庄工会接踵成立，开创了郁南工运之先河。1928年2月，中共广

东省委写信给郁南县委书记钟炳枢指出“城市工人运动很重要⋯⋯开始即犹与工人谈话，组

织秘密工会，有三个人就组织，去发动小的斗争”。它，像航灯般指引着郁南工运斗争的方

向，它，深深寄托着党组织对郁南工运的期望。白那至今郁南工运经历了66个年头。这66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而它却经受了逆境与顺境、成功与挫折的考验。从幼年

走向成熟’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翻开《郁南县工会志》，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工人运动先驱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辞辛

劳、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I可以看到老一辈工会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把全县工人阶级

组织起来，奠定了县总工会成立的组织基础I可以看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郁南工人阶级的卓著成绩，也可以看到由于诸多历史因素而造成的工会组织的几起几落，我

们还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是怎样把郁南工会工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郁南县工会志》还记录了我们郁南各级工会组织如何在党的卞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

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工

会的“四项”社会职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会工作的业绩；民主参与使工会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事

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履行工会维护职能的形式多了，程度深了，因而工会与职工玷

得更近了l工会生产技术工作为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以建设“四有”职工队

伍为目标的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新台阶，建设“职工之家”、“民主管理"、

-露劳动竞赛护、“职工福利"、“女职工工作"、“财务工作"，“文体活动’’等等，工会工作

的内容不断充实、丰富，发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n三资斗企业、乡镇企业工会组织，开拓了

工会工作的新领域。所有这些，充满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风采。郁南县工会66年的历程

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今天出版的((郁南县工会志》就是一次很好也是颇为全面的总结。

随着发展社会主叉市场经济，各项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这新形势下，必须加快改革

步伐，加大改革力度，这对以企业职工为主要工作对象，以企业为主要工作领域的工会来

说，工会任务加重了，责任加大了，地位也更加重要了，我们又一次面临历史的挑战和考

验。我们出版这本工会志，总结66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是为了儆好新形势下的工会工

作，创造无愧于后人的未来，使郁南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跟上时代步伐。

注：本文作者是郁南县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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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郁南于明朝万历5年(1577年)建置，

对称西宁县，民国3年(1914年)1月改名

镦南县，1956年2月汉字简称始化今名。县

治都城镇。1958年11月4日罗定、郁南两县

合并为罗南县，翌年1月4日改名罗定县。

1961年4月恢复郁南县建帝l。 ，

郁南县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中游南

岸，地处北纬220487—23。197，东经III。217

—111。54’之间。县境东接云浮，南邻罗定，

西界广西苍梧、岑溪，北与封开、德庆两县

隔江对望。1992年全县总面积1963平方公

里，设18个镇，总人口448918人。

1926年(民国15年)郁南工人运动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县农运、省港工人大罢

工的影响，都城店员工会。车缝工会、理发

工会，建筑工会、船务工会、连滩席庄工会

成立，进而成立郁南县工会联合总会。同年

3月9曰县工联会声援广东省工会罢工的同

胞。自此，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到建国

后的1992年全县有工会组织单位(不舍条条)

的职工20937人，基层工会218个(其中建国

前11个)，会员18525人(建国前800人)。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的职能

在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要维护职工的具体

利益。郁南工会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依靠

工人阶级，根据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发

挥工会职能作用，开展各项活动。

50年代初，本县各级工会贯彻以生产为

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作方

针，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国际主

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教育，并开展《工会法))i((工会章

程》、《会员权利与义务))和《工人阶级光

荣传统))等教育，提高工人对本阶级的历史

地位和历史责任感的认识。1951年发动会员

直接参加城镇的民主改革，组织队伍肃清码

头封建把头，支菝土改，协助政府缉拿在逮

的地主、土匪恶霸及追回他们疏散的财物。

店员工会发动工人监督揭发资本家转移资

金、走私漏税的不法行为，保障生产和正常

营业。工会通过劳资协商会形式支持资方合

法经营，反对资本家任意停伙、停薪和停

业。

50年代中期和后期，在私营工商业、手

工业实行杜会主义改造中，发动工人动员资

本家拥护合营，协助清产核资工作，配合政

府开展速成识字运动，举办扫盲班，组织工

人利用晚上进行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商业

企业设专职政工干部，管理职工政治思想教

育、劳动考核、奖惩和调配，并组织职工以

学革命英雄、劳动模范事迹为内容，树立主

人翁精神，增强劳动自觉性。工业企业组织

工人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以技术革新为

内容，抓生产薄弱环节，提合理化建议的社

会主义劳动竞赛。同时开展“五好"企业和

“五好职工"活动，以改善经营管理，促进

此、学、赶、帮运动。1958年“大跃进’’期

间，县倡导“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商业

企业普遍举办珠算、心算、量称、包扎商

品、陈列商品、杀鸡、宰猪、烹饪等专业技

术表演和比赛，通过传、帮、带提高群体业

务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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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政治教育

的主要内容，发动职工开展以支农为中心，

t,X增产节约为目的，以“双革” (技术革

新、技术革命)为内容的标兵赛、表演赛、

一条龙大协作竞赛、对口赛等的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1963年组织职工学习大庆艰苦创

业精神，开展增产节约，加强企业管理，提

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文化大革命”初

期，工会工作基本停顿。

1973年后，逐步恢复工会的正常活动。

1975年，发动工人组织技术革新小组，走

“革新、改遣、挖潜"的路，仅国营工业系

统就成立技术革新小生．a34个，参加人数234

人，革新技术197项。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工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组

织职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一局三中全会决定

的方针政策，进行文化、技术补课，提高职

工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以适应“四化”

建设的需要。1983年至1985年总工会职工校

开设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和技术补习班共59

期，学员2456／,,．。各基层工会也分别举办文

化补习班共93期，学员2725正,4技术业务培

训班共102期，学员557A．。

1983年举办“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县

和基层工会分剐成立读书活动拍导委员会和

读书指导小组，指导开展读书活动。县总工

会与县经济委员会联合举办理论辅导员培训

班，为基层工会培i；tl理论骨干，广泛开展理

论、纪律教育，并把理论教育与当前经济体

制改革工作结合起来，

1984年，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次代

表大会确定工会工作“四化"建设为中心，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

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开展“五讲、四

美、三热爱”活动，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伍，在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工人阶

级主力军作用。1985年，本县工业、商业企

4

业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企业经营

承包责任制。工会工作主要推行职工代表大

会制(简称职代会)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参

政议政。企业一年召开职代会l～2次，听

取厂长(经理)工作报告。职代会做出决议

后，由厂长(经理)执行。工会执行职代会

决议，主要是组织劳动竞赛和“三组”升级

赛去完成各项任务。并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督促和协助行政部门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同

时，落实安全责任制。至1992年底，全县已

有104单位建立了职代会制度。

1984年，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

至1987年全县“建家"123个，达应建率和

合格率100％。县总工会把“建家”活动长期

开展和引向高层次发展。1991年职工之家已

达131个。1992年有一批“先进职工之家”、

“先进职工之友’’受到省、市、县的表彰。

1988年，全国总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提出了工会的职能、是： “维护、建设、参

与、教育"。是年5月，县工会召开第十次

代表大会，贯彻全总“十一大”精神，提出

今后三年的工作规划和主要任务，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进一步提高职

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进

一步落实中央关于改革企业领导体制的(<三

个条例》，切实加强民主管理，促进基层生

活制度化，表述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利

益，为职工多办实事，激发职工主人翁责任

感，为加快和深化改革服务，进一步加强工

会自身建设，改变活动方式，使广大职工在

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作用。

1989年，开展以“双增双节”和高产、

优质、低耗、创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中

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县成立“双增

双节"委员会，各单位相应建立机构，加强

此项工作的领导。

1991年全县开展以职业道德教育为主的



“双基”(基本路线、基本国情)教育，层层建

立“双基"教育机构，结合单位实际，运用

举办骨干培训班、知识竞赛、回忆对比与现

场会等形式对职工进行生动活泼的“双基"

教育。全县接受教育的职工达16000多人。

关心职工群众生活，为职工排忧解难。

县总工会历年对在业有困难和失业有困难的

职工发放补助款。60年代，兴建了一问能容

纳150名幼儿的幼儿园，办了一间职工临时

疗养院。工会经费用于发放职工困难的达

64156元。1985年，本县南部地区受台风袭

击，发生水灾，县总工会及时把省总工会拔

来的救济专款34000元送给受灾职工，解决

他们燃眉之急。

女职工工作方面。各级工会把女职工工

作作为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12

月县总工会成立女职工委员会，1991年，开

展“郁南巾帼建功”和“四个一”立功竞

赛，1992年在全县女职工中开展做“四自"

女性，为“八五”计戈11创建新功活动，鼓励

女职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半边天作用。女职

工委员会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女职工的政

治、经济地位，对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组织女职工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学技

术和组织女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活

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开展职工文体活动。50年代至70年代，

县总工会以工人文化宫为中心阵地，+组织多

项示范活动，发动基层工会组织职工开展广

播操，组织篮球、乒乓球、象棋和文艺宣传

队、文工团等，活跃职工文体生活。70年代

后期至80年代，文体队伍逐步扩大，文体项

目不断增加，各大节日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

化娱乐和体育活动，被评为肇庆地区职工体

育工作先进县。1982年6月，把原县工人俱

乐部拆掉，新建为前座六层半，后座四层，

前后座之间为影剧场，面积共4405平方米，

框架结构的工人文化宫，开展电影、电视、

录像放映、戏剧、展览、图书阅览和各种球

类活动，同时举办各种文化技术学习班，成

为广大职工业余学习及娱乐的场所。

抓好工会财务工作。各级工会的财务收

支，均贯彻执行工会财务“为职工群众服

务，为工会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的方针。按规定依法收好、管好、用好

工会经费。为了建立好工会财务台帐，县总

工会抓好工会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使财务

人员能独立地及时地开展工作。

1991年县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成立，加

强了对全县退休职工的管理工作，使全县退

休职工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992年，县总工会发动各级工会组织和

工会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支持参与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企业深化改革和加

快经济发展步伐。全县出现各项存款、市场

商品销售、保险业务收入、财税收入“四个

超历史"。

展望未来，郁南工人阶级队伍将进一步

扩大，工会任务更加繁重，经济发展逐步走

向依靠科技进步，企业劳动关系比以前复

杂，不断提高职工素质的任务迫在眉捷，在

新的形势下，工会工作又一次面临历史的考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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