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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一，本志是《常德地区志》的一部分志．

二、编纂《常德地区志·党派群团志》的指导思想、原则，

要求及行文方法，均遵循常德市方志委制订的统一标准。

三、本志的时限，上限起自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下限

断至198·8年6月(常德地区改称常德市)·为保持事物记述的完

整性，个别事物的起止时间适当上溯、下延。

四，本志主要记述本行政地区境内的工人团体，妇女团体、

青年团体和工商团体及各党派发展变化的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一

图书馆、档案馆及有关单位资料室。

五，因《常德地区志》设有《共产党志》、‘《民族宗教志》，

故有关中国共产党常德地方组织和常德宗教组织及宗教社团的情

况本书没有涉及·
‘ ‘

u

六，解放前农民团体的情况，散见于《共产党志》有关章节‘

中。解放后，常德农民组织情况没有系统资料，故未设专章记

述。

七，常德地区各学术团体的情况，因《常德地区志》各专业．

志中有记载，为避免重复，本志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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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一 述． 1

概 述

常德地处湘西北，沅澧二水横贯全境，农业、手工业发达。

早在19世纪中末叶，常德的手工业和服务业人员，就按照行业，

成立各种行会或同业公会。这是常德最早的群众团体。当时各地．

成立的行会、罚业公会有木工业的“鲁班会”、酿造业的“杜康

会，，、饮食业的“雷祖会”、船业的■杨泗会，，；书纸业的“文

昌会，，、商业的“财神会矽、锻造业的“老君会"，桃源县的石

匠们，在咸丰三年(1853)还成立了“邱祖会"。这些行会、同

业公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如木工业尊鲁班为祖师)，每年在祖

师爷的诞辰日和忌日，行会都要组织同业人员聚餐饮酒，祭祀祖

师。这些行会组织，都有较严格的行规，凡是加入行会的人，都

要履行一定的手续，；交纳一定数额的入行钱。加入行会后-都要

遵守行规，如有违反，轻则遭责打，重则被驱逐出会。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皖、晋，豫及苏、浙，闽，粤，鄂，

赣、川、贵和本省外县的商人，经常来常经商，．时间长了，就逐渐

在常德定居下来。这些人各擅一业，为了讨论商情、拟订行规、

抵制外帮竞争、为往来同乡商人提供住宿、储货和交易的方便，

他们按籍贯和行业关系组成会馆，’成立帮会。常德城设立的会馆

主要有江西会馆，徽州会馆、山陕会馆、江苏会馆、湖北会馆、

河南会馆I本省外县商人在常德设立的会馆有辰沅会馆，宝庆会

馆和长都会馆。每个会馆都有自己的规约，每年举行一次年会，

每月举行1～2次例会。会议内容主要是调解纠纷^议论行情，

修订行约店规．4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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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常德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代表各自经济利益

和政治利益的团体相继出现。光绪三十一年(1905)，常德商会成

立。民国元年(1912)国民党常德支部成立。“十月革命"后，

蒋胜眉等知识界一些进步女士在常德成立“妇女俭德会”，“妇

女天足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德女界联合会”等团

体。民国11年，常德成立劳工会。同年，蒋希清、严正谊等人在

常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妇女团体、工人团体和青年团

体，在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扁迪人民的思想觉悟，传播新文化。中国共产党在常德建立

地方组织后，这些群众组织在中共常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开展

革命运动，争取民族解放。
’

民国14年(1925)，常德的进步群众组织主要有常德总工

会、常德农民协会、常德妇女协会、中国共产党常德特别支部。在．
‘

商界，有常德商民协会。，1926年，共青团常德特别支部改名为常

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是时，．常德的各行业工会、农协会根据中共

常德地委的指示，组织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惩治土豪劣绅，反对

苛捐杂税等反帝反封建运动。妇女协会还开展解救婢女、妓女的

斗争，支持妇女争取人权，争取自由。1927年大革命时，各县工

会，农会等群众团体参与县政工作，县政府决定事情，都得与总

工会农会商议。鼻四·一二骨反革命政变后，常德妇女协会、常德总

工会、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常德县农协等群众团体，组织

宣传队，分赴农村，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薅蒋介石叛变革

命的罪行。常德发生反革命的“敬日事变”后，各革命团体带领群

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陈敏等6名妇女惨遭国民党

．反动派杀害。共青团常德地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1934年，金

汉虚，李谊之等进步学生，在省立三中(今常德市上中)建立了

秘密组织w青年互助社打，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36年，常德中

学生又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的外围组织∥qt华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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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队湖南省立常德中学分队(简称民先队)刀。芦沟桥事变

后，常德的进步中学生又组织了学抗会，这些青年学生组织和其

它群众组织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宣传队，深入街

头，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教唱抗日歌衄，表演抗战文艺节目。

1943年11月，常德保卫战打响后，。常德工人组成战时服务队，参

加守城保卫战，帮助守城部队修战壕，炮台、设置路障、修筑碉

堡，组织战地担架队，收容队，眉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支援守

城战斗。 。

。 ．t，。 。，
；

解放战争时期，常德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饥饿，反

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临近解放时，：又组织群众护厂、护校，．

护店，‘迎接解放o-‘，’‘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各地即着手恢复、整顿和重建群众

组织工作。地、县(市)都成立了工会、妇联，青年团组织，城．

市的工厂、学校、机关，农村的乡，村都建立了相应的基层组

织d常德商界也成立了商民团体一～常德商会临时办事处，不久
该组织即改名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d中国民主同盟会

(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等民主党派也先后

在常德发展成员，组建常德地方组织。 ’，。，，

50年代初期，常德各群众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

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妇

联，’工商联等团体，组织成员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献飞机，组织

慰问队，慰问志愿军战士。工会、青年团等团体，组织工人、青年

团员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投入

．以完成作业计划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在这场劳动竞赛活动中，全

地区有1264个集体和23756名工人荣获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

号。嗣后，常德地区各级工会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展各种形

式的劳动竞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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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常德共青团组织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在全区范围内，组织青

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投入工农业生产。1952年，常德团组

织动员7万多工矿青年参加高产优质活动，组成658个突击班、

组、队，开展劳动生产竞赛，有9000多名青年参加围湖治洪运

动。在农村中，鼓励青年农民进行技术革新，在全区乡镇掀起改

革农业生产技术的热潮。1954年，全区城乡有12万多名青年参加

技术革新活动，发明工具2295件，改良工具37万件。这一时期，

工商联和民盟、民建围绕中共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工商联积极

鼓励成员加入公私合营行业，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

政，充分发挥了参谋作用。 ， 。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的部分成

员，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受到错误的批

判。‘ ，， ．

， ”

1966年开始的lo年‘‘文化大革命"，工会、共青团、妇联及

工商联等群众团体基本瘫痪，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也停止活动，

他们中的许多成员被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群众团体恢复工作，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他们当中被错划为右派

的得到平反，下放农村的工商联成员和民主党派人士也落实了政

策，得到妥善安排。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中国民主

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开始

在常德发展成员，组建地方组织。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工作重

心的转移，常德各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

展各项活动。 n～
，。

，

80年代初，常德地区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开展为四化立功活

动。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职工为四化立功活动的内

容，由单纯注重产值产量转向注重经济效益、，改善经营管理、推

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t在活动中涌现出了不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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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班组和先进个人。1985．～1988年，全地区有13人荣获全国五

一奖章，有27人获中央部级劳动模范称号，有30入获省级劳动模

范称号。共青团组织青年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全地

区有3名青年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有40名青年受到团

中央表彰。共青团常德市委连续3年被评为省、地共青团工作先

进单位和“新长征突击队，，。在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同

时，共青团常德地委还推广汉寿县朱家铺公社团委的经验，在全

区开展争做文明青年的活动。1985年和19'86年两年中，全地区有

46个基层团组织被团委授予“文明青年活动红旗集体"和“文明

青年活动先进单位"称号，130名青年被授予“文明青年标兵"

称号。妇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妇联指示，’在全区

开展争当“三八，，红旗手和剑“三八"红旗集体竞赛活动。这项

话动自1979年开展以来，得到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妇女的积极响

应。1983年，全地区有32名妇女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有5个单位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与此同时，妇联积

极组织妇女开展学文化、学科学、长才智、比贡献，争创“五好家

庭，，，“五好个人，，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调动了广大

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

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

工商联和各民主党派则根据自身的情况，充分发挥自己的优

势，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力献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各民主党派组织得到稳步发展，成员逐渐增多。他们与中共常德

地方组织“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棚监督”。

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从1952年---,1988年，常德的民主党派

先后有80多人次在省、地、县(市)各级人大、政府、政协担任

职务。这些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各类行政

机关中，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他们提出

的许多建设性意见被人民政府采纳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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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工商联和各民

主党派还根据自身技术力量雄厚的特点，兴办各类经济、文化实

体，为社会和群众提供各类咨询服务，收烈了很好的社会、经济

效益。1988年，各民主党派兴办经济实体4个。工商联兴办经济

实体4个，这些经济实体为国家上交税金12．8万元。与此同时，

备民主党派充分发挥智力优势，进行智力支边，支援老少迩穷缝

区经济、文化建设。兴办各类学校，举办各类培训班，为本地

堵养人才。1982年～1988年几年间，各民主党派为本地区培养各

类人才近万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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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职工队伍

一、形成和发展

19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常德，津市等地相继出

现了一些前店后坊的生产作坊，一些从事简单手工业生产的工

厂。这些店坊，工厂规模不大，工人人数较少。
‘。

1909年，常德文益纺织纱厂开工，文益纺织纱厂有工人206

人，这是常德最早的近代工业。1919年，澧州镇守使王子寅在津

市创办了“九澧平民工厂"，工厂有工人300余人。1912年，常

澄镇守使唐荣阳在石门成立大狮公司，招收大批农民开采雄磺，采

。矿工人有400多人，这些工人是全区第一批固定性的矿业1：人。

1922年4月，常德建立金陵机械皮革厂，有工人57人，制革工人

开始使用机械。同年10月，常德鼎新电灯公司成立。
“

20世纪2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常德也开设了很多公司，

这些公司的开设，使常德出现了一些与近代工业生产择1联系的

行业。由于外国公司的发展。常德码头运输和商业也得到发展。

1926年，常德地区形成了一支以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

主体的约一万七千人的工人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使用小型机

。械的皮革、制药、纺织，航运工人和手工业性质的泥木、竹器、’

缝纫、石业工人等。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地区一些城镇沦陷后，

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常德出现j，一批新的工厂企业。从衡阳迁到

德山的衡中纱厂就是其中一个。1939年5月，华湘机器厂在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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