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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铁路工人运动有着光荣、悠久的历史，是中国铁路工人

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诞生了中国第一代铁路工人。随

着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正太、同蒲各主要干线和各个支线

以及附属铁路工厂不断建设，北京铁路工人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

北京铁路工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成长的，

身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军阀重重压迫、政治欺犀，恶劣

的劳动条件、苦难的生活状况、残酷的封建剥削，使他们感受切

身痛苦，为了改变自己经济、生活状况，争取自身生存权利和经

济利益，以各种斗争方式向压迫自己的国内外统治者展开英勇的

自发斗争。

十九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些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1918年J，J月和1919

年3月毛泽东先后两次到长辛店，对铁路工人生产、生活状况进

行调查，并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一起，共

同商讨“唤起工人、拯救中国”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北京铁路工人和全国各进步团体一起，参加爱国游行示威，声援

学生，初步豆示自已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使中国

工人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根本转变。北京铁

路工人运动也Ak．自发的自卫斗争状态，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

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新时期。5月1日，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

人会成立，这一“北方红星”对于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产生极大影

响。各条铁路工会组织随之从无到有相继成立，工人运动从小到

大蓬勃发展，北京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彻底改变自

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展开斗争。J宠3年2月，长辛店、高碑

店、保定、正定、石家庄、顺德(今邢台)等地铁置8--Y--},,．同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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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铁路工人一起，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争民主，争人

权，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在全国广大工人和各界人士积极支

援下，举行震撼世界的“二七”革命斗争。北京铁路工人运动虽经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残酷镇压，工会组织几经破坏，工人运动

几经挫折，但斗争坚持不断，革命先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

光辉灿烂的篇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

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会的社会地位、斗争性质、活动方式发生了

历史性的转变。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了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权中的法律

地位，为发挥工会组织应有作用提供法律保障。北京铁路系统各

级工会组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和

带领广大职工展开生动活泼的工作，在恢复运输、发展生产、民

主管理、民主改革、职工教育、职工生活以及工会组织建设等方

面充分发挥了工会组织的纽带、桥梁、政权支柱、共产主义学校

的作用。

5D年代后期至卯年代中期，北京铁路工会组织贯彻以生产

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在党委的统一

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职工围绕中心、面向生产，在开展劳动竞

赛，提高职工思想、文化、技术素质，协助行政改善职工生活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在贯彻中华全固总工会党组第三

次扩大会议精神过程中，北京铁路各级工会干部参加当地省、市

总工会的整风运动，许多干部被株连受到错误批判。这次整风运

动对工会工作作了错误的估价，挫伤了工会干部积极性，严重影

响了工会工作。J9砸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会组织瘫痪，工

会活动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铁路工会组织适应全党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形势，贯彻中国工会第九次，第十次

全回代表大会精神，明确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方针，以四化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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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职工的思

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职工队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各级工会围绕搞好

铁路大包干，组织发动职工搞好安全、运输、生产，根据《企业

法》规定，落实职代会职权，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增

强工会工作生机和活力。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

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工会独立负责地

开展工作。全局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在路局党委和上级

工会领导下，在行政支持和共青团协作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依照新《工会法》，全面履行“参与、建

设、维护、教育”四项社会职能，紧紧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在推

进全局改革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修志是一项“益于当代、惠及后世”的工作。为了记述百年来

北京铁路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的历史，从不同时期的铁路工人运

动和工会活动兴衰起伏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工人运

动、工会工作有所借鉴，进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工

作道路。’北京铁路局工会于1987年下半年起，根据全国铁路总

工会关于编写工运史的指示和北京铁路局关于编写局志的统一要

求，组织力量，搜集资料，开始编写工作，于1989年编写出

《北京铁路局工会志资料长编》，1990年编写出《北京铁路局工

会志》(初稿)，1991年编印出版《铁道群星》(北京铁路局省市

以上劳动模范名单暨部分劳动模范事迹)，1992年编写出《北京

铁路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大事记》(1881年至1990年)，在上述

资料基础上，编印出版《北京铁路局工会志稿》。希望此书能为

我局广大工会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

李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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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会，志稿—L Z写，，D侗

第一章建国前工会组织及工人运动

1881年，中国自办的第一条营业铁路一唐胥铁路建成通

车，出现第一批铁路工人。之后，随着各条铁路先后修建，铁路

工人队伍逐步发展壮大。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铁路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

削，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生活十分困苦，从反对直接压迫剥削

工人的监工、工头开始，开展自发的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在各条铁路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为争取工

人阶级自身解放开展有组织的斗争。

一京奉(北宁)铁路

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后，逐步向天津、山海关方向扩

展。属开平铁路公司管理。1891年，开平铁路公司的工人，反

对外国技师、工头的欺压，自动起来用木棒、石头惩罚一名叫伯

恩的外国工头，吓得铁路公司的外国人逃往天津。清政府北洋大

臣李鸿章下令镇压、逮捕为首的工人，并押解到天津。1919

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经邓培等人倡导，唐山制造厂工人成

立职工同人会，参加唐山各界人民爱国集会、游行活动。

1921年春，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成立京奉路唐山

制造厂工会，邓培被选为委员长。9月，邓培、王麟书在天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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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段建立工会。1922年夏，在天津建立京奉铁路工会天津分

会。秋天，在唐山、天津开展向路方要求承认工会、增加工资、

改善待遇的斗争。1923年1月，在唐山秘密成立京奉铁路总工

会，邓培为委员长，2月，京奉铁路总工会发出通电声援京汉路

“二七”大罢工，并筹备举行同情罢工，后因遭到军阀当局破坏未

能实现。

1924年，唐山、天津、丰台的铁路工会转入秘密活动，2

月，京奉路派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5年4月，京奉铁路总工会在唐山公开成立，邓培为委员

长。丰台、天津、塘沽、唐山等站相继建立工会组织。

1928年，国民党在北宁铁路设特别党部，成立工会整理委

员会，建立黄色工会。1929年，国民党在天津成立北宁路工会

联合办事处，先后在前门、丰台、天津、塘沽、唐山、古冶等站

成立工会。京奉铁路工人按照全国铁路工会提出的“以经济斗争

为主，打倒黄色工会”的策略，为恢复自己的工会，开展各种形

式的斗争。唐山铁路工人600多人包围工整会办公处。唐山制造

厂5000多人举行罢工，向路方除提出经济条件外，还提出言

论、集会自由，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政府不得逮捕、枪杀工会

人员等条件。罢工取得5名被捕工人代表出狱、复工的胜利。北

平至唐山各站工人为索要欠薪、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在反动当局

镇压、黄色工会欺骗下斗争失败。天津铁路工人包围黄色工会，

揭发其出卖工人的罪行。1930年4月，京奉路各站工人代表在

唐山集会，筹建北宁路工人自己的工会，并派人到前门至山海关

各站段做组织发动工作。1931年4月，国民党北宁路特别党部

派员在天津成立北宁铁路工会，下设前门、丰台、天津、唐山等

14个分会事务所，各站工人继续与路方和黄色工会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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