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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总工会主席

i

扬州工人阶级，’有近百年光荣奋斗史。

扬州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现已遍布全市

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
●

，

用：
一 ：

扬州工会工作，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表达

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振兴扬州经济，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一切，为编纂第一代{：扬州市工会志>提供了颇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坚实

’的思想基础。在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伟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工会

将面临许多有待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向历史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继承和发扬老工会工作者的优良传统i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闯出新时期工

会建设与工运事业发展的新路，也成为编纂这部志书的现实需要和严肃的主题。

1988年末，扬州市总工会调集专人，开始搜集工运史料。1990年正式成立扬

州市工运史志编纂委员会，并按江苏省总工会、扬州市地方志编委会统一部署，着

手工会志的框架设计。1993年初，完成《扬州市志-工会分志》验收稿。在此基

础上，编委会组织编写人员再接再励，笔不停挥，继续投入《扬州市工会志》的

分章撰写与总纂。终于历时6年，几经评审，反复修改，逐步完善，在庆祝江苏

省总工会成立40周年前夕付梓问世，向广大工会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工会活动的

社会各界人士献上了一份贺礼!

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重要的社会政

治团体。本志重点记述了工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在扬州的起源、

发展与现状；建国前扬州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建国后扬州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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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曾对扬州工运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事件等。以1989年底为时间下限

的《扬州市工会志》，尽可能全面、准确、科学地反映大半个世纪以来扬州现行行

政区划范围内工运历史面貌和工会活动脉络。作为，一部具有“存史、资政、教

化’’功能的工会“小百科全书”，将对扬州工会工作者、工会活动积极分子，起到

必要的参考、借鉴作用。一切有识之士，也会为此书填补了扬州史志上从未涉及

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这一空白，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本志形成过程中，承蒙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工运史志编委会、扬州市地方

志编委会和省总史志办、市方志办、市党史办、市档案局、市统计局、市保密局、

市图书馆等有关方面有关专家的关心指导与帮助。江苏省总工会主席、江苏省工

运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徐锡澄专为本志题写了书名。一大批老工会工作者革命前

辈十分关心和支持修志工作。各县(市)区总工会和市总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大

企业工会，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直接从事编纂工作的人员，恪尽职守，，兢

兢业业，功不可没!在志书出版时，我谨代表编委会，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

意。

工会修志，史无前例。受条件、水平限囿，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

者不吝指教。

愿《扬州市工会志》伴随扬州工运事业历久弥辉，风采长存1

1994年5月1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依据扬州市工运史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6月制定的《扬州市工会志编写方

案》编写而成。 。

二、本志记述内容；上自各门类的起始发端，下至1989年底。，
’

三、本志体例以横分门类、竖写史实、归属得当为原则，个别事物采用按事

物性质分类与按历史时期分章相结合的办法，设篇、章、节三个层次，融记、志、

传、图(照)、表、录于-书。
· 四、本志记述范围为1989年扬州市所辖12个县(市)区(即1983年体制改

革前的扬州地区)。全书采取誓详近略远一的原则，以记述建国后地区(专区)工

会办事处、地区工会筹备小组、体改后市总工会的工作为主，概括记述全市(全

区)工运、工会事业的全貌，有选择地记述各县(市)区的典型事物。对1983年

体改前县级扬州市总工会及境内国家、省属大型企业工会的记述略译于其他各县

(市)总工会。对全市工人队伍的产生发展、建国前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雏型演

交，以及工会事业的源头等均作一定的记述。 +。

五、本志称谓，1983年3月1日实行市管县体制前，扬州市总工会为县级市

总工会，其后为地级市总工会。对体改前扬州地区范围称。全区一；对体改后扬州

市范围(含所辖12个县市区)称“金市一；对1983年前县级扬州市范围称“市

区"，建国前称“城区一，1983年后的“市区一，泛指广陵区，郊区；对1949年至

1966年间的苏北总工会泰州专区办事处、苏北总工会扬州专区办事处，江苏省总

工会(筹委会、联合会)扬州专区办事处，统称“专区工会办事处一；对1973年

至1979年的扬州地区工会筹备小组，称。地区工会筹备小组一；对1979年至1983

年的江苏省总工会扬州地区办事处，称“地区工会办事处"。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原始历史报纸、档案，少部分资料来源于县(市)总

工会、直属大企业工会、市总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和市直有关部门。在资料

选用上，本志书以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档案资料为主，对建国前较重要的口碑资料



作了适当选用，对建国后凡无文字依据或无法考证的基本上未予入志。

七、本志人物、工会组织篇对工会领导人原则上收录到本级工会的下一级

(科级)。对原扬州市总工会收录到股级。对反映扬州工会组织源头的解放区、根

据地工会负责人的收录，以及工会组织的雏型、演变时期的人物收录，适当下延。

人物篇收录到地(市)职工会领导人和地(市)级以上命名表彰的劳动模范、先

进生产(工作)者，省“七五一立功奖章、全国．‘‘五一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对原

县级扬州市命名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升格予以收录。附省辖市

劳模先进人物之后。

八、本志大事记中，相同时间的条目，均用△符号表示，组织篇中正副领导

人任期～符号后没有注明年月时间的，均为1989年后继续任职者。

九、本志年代一律采用公元纪年。1955年2月底前的人民币数额均已折算成

新人民币单位，币值1：10000。

j十、本志民国时期的泰县含今泰州、泰县f江都县含今广陵区、郊区、江都

县和邗江县、‘仪征县部分区域；中共文献中的“扬州"即指当时的江都县城范
●

围。
‘

十一、抗日战争至建国前扬州现行政区内各县(市)政权性质的变化为：1940

年4月至1940年8月新四军在仪征、江都、泰兴、泰县、靖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

地，先后成立上述5县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5月又成立高邮县民主政府。1945

年8月，新四军苏中部队连续收复宝应、靖江、兴化、泰兴、高邮县城，组建了

沙沟市、黄桥市、高邮市、兴化市、溱潼县、樊川县、靖江县、宝应县8个解放

区民主政府。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重新统治了扬州各县(市)。

1948年12月至1949年4月，。扬州现行版图内的各县(市)相继解放。

十二、本志中的“解放"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扬州地区各县(市)的时间

(如：扬州城区1949年1月25日解放)；“建国"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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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扬州，南面长江，北负淮河，西毗南京，东邻南通，中贯京杭大运河，是苏北的门户。总

面积12431平方公里。1989年人口916．9万。自春秋吴国建城，迄今已有2470多年历史。其

间几度兴废，19世纪以前尚是东南商业中心．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等沿海口岸沦为帝国主

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本世纪初运河淤塞和沪宁，津浦铁路通车，扬州经济日趋萧条落

后，现代工业幼弱。1949年全区823家工厂企业中，较近代化企业只有振扬电厂，兴记、泰

来麦粉厂，华泰、裕纶纱厂5家。其余均为小型工厂、作坊，尤以油米厂居多。当时年工业

生产总值仅1亿元。经过解放后4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至1989年，市辖12

个县(市)区内，已有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6656个，乡镇企业67594个，年工业生产总值

283．5亿元，比1949年增长282倍，位列江苏省第四。
’。

扬州的产业工人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为数甚少。邮电，电力、轮船，汽车、

纺织、粮食加工等近代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大生产双重倾轧的夹

缝中求生存，发展极其缓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工人阶级队伍共55894人(其中产业

工人约800人)，占城镇人口数的8％，占全区总人口数的9％0弱。建国后，由于国民经济建

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职工队伍不断壮大．至1989年，工人总数已增至178．8万人，占

全市总人口数的19．5％．
‘

“

，

，

(二) ?’i

、

-r j' ～

i，．

扬州工人阶级，作为本地区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

力军，自诞生之日起，便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业工人一直沿

袭着旧有落后、简陋甚至是原始的劳动方式和经营方式，平均生活水平始终在贫困线以下。就

在扬州解放初期，尚有近万名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落，数千户工人家庭温饱不济。失业半失业

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0％。 m ：?

来源予农村和城市下层贫民的扬州早期工人，既对被剥削、被压迫的现实状况强烈不满，

渴望劳动条件和生活境遇的改善，又因厂店分散、人数不多、季节性强，加之传统的封建行

帮习气的影响和科学文化知识的贫乏，缺少较明确的阶级意识与坚强统一的组织领导。

．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共产主义学说在上海等地的传播，唤起了扬州工人阶

级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五、六月间城区商民，工人，学生为抗议军阀政府

逮捕爱国学生而举行的罢市、罢工、罢课，揭开了扬州工人运动的斗争序幕。各业工人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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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报酬的罢工风潮，随之不断起伏，并从中产生了扬州历

个工人群众组织——江都药业工友联合会。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取扬州。执

义工作方针的国民党左派，迅速组建工会。于4月设立江都县总工会筹备处，下辖11个行业

工会。其中邮务职工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争取民主自由，增进福利而团结斗争的政治口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破裂，大革命失

败。扬州工人运动亦由此陷入低潮，各工会组织纷纷解体。中共江苏省委指派专人秘密建立

扬州地下党组织，重新在工人群众中恢复和发展工会，开展经济斗争和变相的政治斗争。受

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以及叛徒的出卖，扬州城区地下党和工会两次遭到严重破坏，曹起浯等

工运先驱壮烈牺牲．从1931年4月起，扬州工人运动失去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达7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渡江东进，相继开辟江都、泰兴、泰县、靖江等抗日民主根据

地。1939年1月，中共苏北工委在江都大桥成立。在坚持武装抗日，实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党

组织将各地工人团结起来，组成工人抗日联合会(以下简称。工抗会”)，作为建设和保卫抗

日民主政权的重要基础．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宝应射阳区，泰县姜堰区，高邮临泽镇、

兴化县城等地，都建立了工抗会。在此以前的泰兴黄桥、宝应西乡、江都真武地区，也曾先

后成立工抗会。只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工抗会随主力部队的进退而显隐。在敌伪占领区

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控制区，工人反压迫、反掠夺的斗争依然时有发生。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曾

在目伪统治最深重的扬州城区，组建过香业工会，并领导工人在劳资争端中赢得一定的胜

利。

从1945年8月23日起，新四军苏中部队会同地方武装连续光复宝应、靖江、兴化、泰

兴、高邮等县城。在成立民主政府的同时，各县(市)纷纷组建职工联合会和工人纠察队。宝

应县率先召开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工人们协助党和政府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实行民主改革，

呈现一派当家做主人的新气象。1946年7r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再度燃起内战烽火．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动北撤。各县城工会骨干或随军转战，或隐入地下，坚持敌后

斗争．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开始不久，姜堰、宝应、兴化、溱潼、黄桥、高邮、泰州、仙

女庙，泰兴、扬州，靖江相继解放。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盘踞扬州地区的最后一座县城

仪征，也胜利回到人民手中。各县、市随即成立职工会筹委会。高邮、扬州、泰州还分别召

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工会。为支援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工人们掀

起轰轰烈烈的生产支前运动，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三)

扬州全区解放的同时，原华中一、二分区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改称苏北总工会泰州、扬

州专区办事处。1950年1月，泰，扬两专区合并，又更名为苏北总工会泰州专区办事处．1953

年1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原泰州专区办事处随地专机关迁扬州城区办公，复改称江苏

省总工会筹委会扬州专区办事处。直到1966年帮文化大革命”开始，江苏省总工会扬州专区

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区工会办事处)虽几经更名，但一直履行江苏省总工会(以下简称省总

工会)派驻扬州地区的工作机构职能，面向全区各县(市)总工会，督促检查其执行中华全

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的决议，指示及贯彻中共扬州地委指示精神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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