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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赵景棠

《建蔼以未过非i1-工人运动史》丛书，在海江省总工会成立四十

周年和新江省工会革宁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喜庆日子里正式出

鼠了。它作为一命纪念历史的礼物，奉献给建国四于多年来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新江而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人阶级、工会工作者和广

大读者，是很有意义的。

这套丛书共有 6 婿，包括《浙江工人运动文0949←一-1990沙、

《浙江工人运动大事记(1949一-1990沟、《新江工会事业史》、《新

江省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和省总工会委员会会议文件这搞民《浙江

省总工会文件选韩》和《浙江省工会重要资料选编》。整套丛书共

170多万字。它以如实均支籽，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自 1949年至 1990

年河新江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尤挥历程和英雄~绩。

以史育人，以史为鉴，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浙江一

解放四十多年来，特刑是在中国共产党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的十

多年间，经济建设究飞程进，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显著

改善。这一勤王覆地的变化，是浙江悠久的历史中最为主辉的

ßf。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伟大的成就时，当忠来之不易。建罢初

期，工人阶级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一副主兰棒子，百废待

兴。但他们没有拉国难所压倒，而是以领导附级的伟大气魄和高

昂的政治熬情，勇敢地挑起革命和建设的重担，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西结全省人民，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款而斗争，为医治战争

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奋斗，迅速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

基本好转。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工人阶级都表现出

坚定的政治立场，发扬了无私奉献和自我捂住的崇高精神，战拉



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担，创造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续。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新1工工人附级是渐抖的社会主义物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是维护社会安定，坚持四项基本原

刺，坚持改革开泣的中坚力量。这套丛书生动地记载了工人玲组

这段无辉的启程，使后继者比较系统地了解老一辈工人阶级是怎

样走过这艰难而询析的创业之路的，从中吸取精华， 5À扬优良的

传统和作风。从历史发展的轨适中，吏加深切地认识"注有兵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真

理。它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套丛书对浙共解放四十多年工会运动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

记过，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热我们走过的珞程禽析起伏，几

经坎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剖，但或绩是主要的。

每一个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积极分子，都应该了解工会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减少言自性，增强臼党性，少走弯

路，花工作做得更好。因此，这套丛书，对于探索工会工作琦改

革和开拓工会运动新局面，都有其借鉴作用。

我引探寻走过的轨迹，是为了认准未来的目标。竟从十一届

三中金会议来，确立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

线，制定了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分三步走

的皮底或咯。现在，宏伟的革菌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幻的中

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椅上去，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

综合吕力。工人情级肩员着尤荣高艰E的历史使命。尽管在前进

中还会遇到这样那祥的困难和压力，只要我们同心同撞，紧密图

结，莹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斗'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剖，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工人府提主力军

件珉，就能创造出更加壮丽的业绩。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1992年 6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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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浙江工人运动

第一节 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

-、海汪工人亩瞌前形势和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 5 月入浙作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鸪浙东、新离、浙西南潜击队和各地地下组织的密切盟合下，在

浙江人民曲大力支援下，短短的二个月里，就基本清灭了新江大

插上的国民党军队。同年 8 月 1813 ，以谭震称为主席的浙江省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全省相继成立了各级地方政府。浙江工人除级

开始摆瞠受压迫的处境。浙江解放后，全国还有一些地区尚在国

民党控制下，为了支援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步伐，迎接全国的

解放，海江工人做出不少贡献。

在解放濡头、福建沿海岛屿的战斗中，温判有 2 吉多名海员

工人参如军运和帮助解放军水上芽、兵。有28各工人分别荣立军功，

还有叶岩祥、金鸿铁、陈长武等同志英勇牺牲。在解放上海战役

中，嘉兴地罩在两个大队10个中队的运输工人运送军楼到前线。

浙赣、沪抗两条铁路员工在1949年 7 月上句接到运送10万大

军前任务，有关方面要求在20天内，发出军歹u百列。这大大超出

原先正常的运输能力。当时的条件又十分困难z 国民党军队在

演选前，对这两条线路大肆破坏，沪抗线上的13盛主要桥梁和潜

赣线上的 8 座桥梁都遭到损坏，全线运输一度痛痪。广大铁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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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勇敢地承担了任务，他们提出"解放军打到那里，铁路就锋到

那里"的口号，夜以继日地开展拮修工作。在抢修中，职工们开展

了"五快竞赛"，运输部门做JlJ: 快配、抉装、快开、快走、快

卸z 文书部汀散至U: 快i虫、快写、快印、快对、快发。由于员工

人人参加，大大地提高抢运效率。到 7 月 16日，就开出军列196

列，颠利完或任务。在这次抢运中，拉如i区:全线〈良山门至上使〉

集体立功的有15个单位3 个人立功的有504人。行李员吴郎荣在一

次押车过钱塘江桥时碰上敌视扫射，三节汽浩车被射中起火。他

不颜安危，将着火车的车钩解开。机务段的工人陶阿大，为抢修军

用车，在炉撞不媳火前情况下，穿上湿衣，头上缠着湿布钻进高

温炉膛捡锋。电信、邮政系统前职工为了保证逼讯的畅通，也作

出很大的贡献。

在支前军需生产上，也出现许多动人事迹。原来修配制造枪

械的抗乡H力余铁工厂，抢运出存放在丽水大潜头的事L器设备达

400多吨，为完成军需，工人们不原敌就在头上盘旋，坚持工作，

如班如点不拿工资。老板感叹道，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翻身之情，浙江工人京极投入支前活动，纷

纷写嚣陪信，争献军鞋，捐献奖金，组织慰前团到前线慰问。在

生产尚未恢复，生活仍很匾难的条件下，广大职工节衣缩食，向

解放军黯送鞋子8657双，毛巾3148条，及一批罐头、大米、肉等

物品二还有数百名职工跟着部队上了前线，直接参加解放全中国

的行动。

1949年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于撞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宫器资

本主义的统浩，结束了己经延续几千年的羁割阶级统治压迫劳动

人民的历史E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茄史发展时期。这个

时期最大的特程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和社会的

主人。还在1949年 3~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金会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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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点出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全

心全意位靠工人费级，国结其他劳动群众，进行政治、经济和文

化斗争，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以及进一

步推动与发展工人运动等一系列重要方针。

中共浙江省委在进城之初，就很好地贯韧执行了中央这一方

主h 省委在1949年 5 月的一份工业工作与职工运动问题的会议纪

要中，就全省工人运动的开展明确了以下任务: 1.党要领导工会

前组建工作，准备建立市恙工会筹备会，加强教育与培养领导工

运的干部J 2.玲工人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开舟工人号"练

~班，音I1练班由省、市委主要领导谭震林、林枫、谭启龙、姬鹏

飞、刘建中、杨思一、张劲夫 7 位司志分别讲课￥ 3.召开工人代

表座谈会，表拐工人护厂的英勇事迹，听取工人意见，研究复工

问题J 4.想方设法保障职工的生活，不匾物价波动市降低生活F

_5.准备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同月，省委书记兼拉州军管会主任谭

震林在捷克提驻纺织系统首批军代表时，指出z 只有工厂冒题，

迅速恢复生产，才能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这是我们能不能

-站稳脚跟前重大问题。他还强调必须要依靠职工群众，才能办好

社会主义曲企业。总之，全忘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成为党和政府

建国初期领导城市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从丽有力地保证了工人

: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时，浙江工人盼级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z 在政

治上，浙江各地的人民政权已经相继建立，但18势力记有相当影

响，敌对势力决不甘心于他的的失败z 在军事土，浙江大地上蒋

介石军队已经被消灭，但他的的残余势力仍盘踞在密江、沿海的岛

屿上F 在经济上，更是一付遭受国民党注劫的烂摊子，许多地区

农样破产、城市资产阶级消极怠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工矿敬

业停工半停工。各地市场混乱，通货藤胀，投机5昌撮，人民生活

吉普了赤贫如洗的境地F 在思想上，由于匮内外反动滋长期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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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宣传，有些群众对共产党和新政极并不了解，他们中闰还存在

着浓厚的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

综上所述，在开江工人阶级在建国之初负有极为繁重的任务，

承担和战胜这些困难，是注音江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历史责职。

睦着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建立，斯江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厉

史任务发生了根本远的变化z 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从自社会被统

治、受奴役的无权迫位，翻身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F 在与国家政

权的关系上，解放前工人阶级同IE政权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

态，解放君工人捞钱'即成为新政权的主体力量z 在历史任务上，工

人除级在18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撞翻国民党统治，而在新中国，

工人阶级能接本任务则是努力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为不断改善和满足人民吕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作出贡

献。

这些变化表明，工人黯级在建国以后，疆着社会地位的提

高，抱们将在桂会政浩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

们肩负的责任也将越来越重。

二、工会组巍的建立

获得翻身解放的工人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人，要担员起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他们就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提高政治觉

悟，提高文化素质。面工会，就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组织形

式。根据马克思程列宁主义学漠的原理，工会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是工人茹级自愿结合的组织，在无产阶级先锋IR-共产党

的领导下，它是一所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是工人学习管理的学

校，也是人民政权重要能社会支柱，是共产党联系本捞级群众民

纽带和桥梁。

解放后，尽快成立工会，把工人群众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

来，成了工人运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949年 7 月，在中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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