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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修工会志，是党和政府的要求，是全市职工的心愿。修志写史

是借鉴历史，指导当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

《麻城工会志》主要记载了从l 926至1986年这60年间，麻城工会

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7年

来麻城工会的组织建设、活动规律和静态信息等。它涉及了全市将近

40个行业，200多个基层工会，是一部多行业、多层次的综合志书，

这就是工会志有别于其他专业志的特点。

《麻城工会志》是从1985年初开始组建班子，进行收集采访资料

的。由于建国前的赤色工会、苏区工会和民国工会，均己年深月久，

经事人几乎都已不在人世，而历史资料又少有记载；建国后，工会组

织几次折腾，档案资料也很不齐全。因此，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是遇

到了不少困难的。但编写人员锲而不舍，追根究实，采访了几百个知

情和有关人士，翻阅了几百卷档案和有关史料，终于收集了近200万

字的文史资料，为写《麻城工会志》打下了基础。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上级工会和市志办的有关同志的正确指导；

市工会对此工作十分重视，及时解决修志中的具体困难；不少工会老

干部、老职工热情为修志提供资料，校正史实；编写人员三年来寒暑

易节，坚持不懈，数易其稿．总之，通过多方面的协作，才有这本志

书的付梓问世．志书基本反映了麻城工会的历史面貌，其思想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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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也是较好内·所记的工会历史有经验，也有教训。，为指导今后的

工会工作，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 ．

但由于编写人员少，水平有限，资料不全等客观原因，该志遗漏

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斧正。并借此机会，向为该志关

心，出力的同志深表感谢!

周光森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



序 言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

律。纵观历史的足迹，与横比当代外域情况，一样极为重要。这是对

今日的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的。我国自从孔子修订鲁史《春

秋》，周朝左丘明撰《左传》，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班固编《汉

书》至宋代司马光纂《资治通鉴》以来，史书给人们以宝贵的教益，

现仍在发挥作用。俗话说：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列宁也曾

说： 搿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都是至理名言．修志写史，就

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古”事，给今人以借鉴启示的。

对于修志写史这项严肃而细致的工作，党和政府很重视，但社会

上却有人不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靠故纸堆里翻不出金钱斗，这是一

种偏谬的看法。对此，我写一首“打油一，与修志的同志共勉：

世俗偏恋钞票香，安知志史价无量。

卷藏风雨雷霆响，纸现悲欢日月光。

建设当今宜鉴古，寻求沧海可栽桑。

勤编苦纂文明举，一部春秋万代芳。

这本《麻城工会志》简要地记录了全市(原为县)六十年来工会

的真实情况，麻城的工人阶级最初是由手工业者、店员、教工等发展

起来的。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工会，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几十年来，麻城工会虽同全国各地工会一样，经过了波折，但仍发挥
’

I



了重要的历史俸用．现在工会蛆织越来越健全，并不断发展，其作用

也将自益显著．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致谢!但由于

资料不足，时间仓促，不当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老职工，老

工会干部，老领导和知情的同志指正。

江乐山

一九／＼A年元月二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上限民国十五年(1926年)，下限为1986年。全书记载

着麻城工会60年的历史。

二、对历史朝代，一律用正称。如什中华民国"，建国后用公元

纪年，凡民国年号后，用括号加注公元。如一民国二十二年(1 933年)"．

三、编写方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分类述事。全

书分为三篇、八章。

四、在记载数字时，凡两位数以上的一律用阿拉伯文字如：搿65一、

“86”，凡用一个数字的，一律用中文膏三一天， “四"个等。年，

月，日一起记的，都用阿拉伯文字，如“1986年8月1日捧·

五、建国后机构名称，有的多次交更，在记述中均以当时的名称

为准。如“湖北气门厂”更名三次；首先称甜麻城农具厂"，随后称

“麻城机械厂"，现称“湖北气门厂一·

六、1 986年8月1日麻城由县改市，建市以前称甜麻城县工会筹

委会”、 “麻城县工会联合会4、 “麻城县总工会”建市以后称搿麻

城市总工会”。

七、记述人物，一律直书姓名，不加褒贬，属资料引用，按原文

不变。

八、工会人物作传记和简介的只限于县工会正副主席级的，本着

膏生不立传”的原则，故工运人物中凡健在的均作简介不立传。



九、为了志书的完整，采用文、图、表并用，并选用了一部分有

关照片．

十、各系统工会名称、均用简称。如《中国教育工会麻城县委员

会》只称《教育工会》。《麻城市工业局工会工作委员会》只称《工

业局工会》。



概 述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国共合作时期，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兴

起，厂．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先后组建了

工会组织。而国民党右派为了控制工人运动的发展，则利用封建把

头、行帮会首纷纷建立民国工会。麻城于同年三月(农历)建立了

“中华民国麻城县工会” (即民国工会)。会址设在县城的午衙门。

会长罗佑章(外号罗偏头)是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他凭借工会组织，

结党羽、拉山头，常与农民协会作对，破坏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民

国十六年(1927年)古历正月初一，乘、顺两区的武装农民进城，配

合城内工人，捣毁了民国工会，镇压了罗偏头，此后的二十二年间

(1927年一1949年)，民国工会的负责人换过三次，最盛时期(1934

年)城关基层工会发展到13个，会员706人。 (全县因无资料无法统

计)．。

．民国十六年初(1927年)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为了发展工

人运动，在他家乡白果镇组建了(市)工会，当时称之为赤色工会，主

席董准。随后城关，宋埠、中一等城镇的一些行业相继建立工会。同

年四月四日，在县城育婴堂正式成立了县工会，县委指派黄适存(县

党部工人部长，共产党员)负责县工会工作，会员发展到t，284一k。

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游斗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

信，维持社会治安等活动。“4·12’’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随后大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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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县工会负责人黄适存惨遭杀害。刚兴起的赤色工

会，被镇压下去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乘顺苏维埃政权建立，为适应革命战争

的需要，苏区办起了麻城西张店缝纫厂，麻城高家畈兵工厂等八个工

厂，工人和红军一样实行供给制。各厂都组建了基层工会，有会员924

人。为了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同年六月在顺河区垸店乡傅家垸成

立了县工会，领导人杨业广。 (这一时期斗争复杂，人事变动频繁，

还有喻灯千、邓继新、徐广堂、刑寿山等担任过县工会主席或委员

长)。工会从成立时起就积极发展工会组织，开展敌后工作，组织生

产竞赛，完成生产任务．还发动职工学文化、学政治，开展军事体育

活动。1 932年秋，因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苏区工会随同苏维埃政权的

撤离而消失。

1 949年3月麻城解放，9月在湖北省黄冈地区工会工作团的领导

下，首先在宋埠镇组建了码头工会，这是建国后麻城的第一个工会组

织。接着店员、樽业、铁业等工会先后建立，这年冬，全县有基层工

会7个，会员ll 6人。工会组织一成立，围绕党的中心组织工人纠察

队，在维护社会治安，护库护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5月麻

城县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3年105县工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了麻城县工会联合会，从那时起，麻城召开了十次工会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十届工会委员会(其中县九届，市一届)。

从1953年至1 986年的33年中，工会组织几起几落，工作顺利，不

受干扰的时间并不很多。但由于上级工会和当地党委的正确领导，广

大职工对工会组织的热爱，工会干部的积极努力，工会仍做了大量的

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县工会从成立时起，就紧紧围绕党的政治中心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粉碎口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双文明建设时期，县工会围绕这些时期的政治中

心三次组织巡回报告团深入基层进行宣讲：在宣教工作中，工会也十

分注重抓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五十年代组织职工学张明

山、王崇伦；六十年代学雷锋、王杰；七十年代学欧阳海、焦裕禄；

八十年代学赵春娥、张海迪以及学习本县的劳模傅兴贵、张木清等’．

在全县职工申，共组织学习的先进人物达27人。为了提高职工的两个

素质，工会广泛组织职工开展读书活动，1986年5月5日，县工会为

了鼓励职工自学成才，在湖北气门厂召开了职工论文表彰会，对在省

级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83篇论文的62名作者进行了表彰。职工业余

教育一直是工会主管的事业，建国初职工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学员

2，426人，而扫盲班学员就有2，060人，占入学人数的85％．据1983年

统计，除函大、电大学员462人外，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职工6，095人，

其中扫盲班学员只91人，占入学人数的1．5％。许多职工脱盲后走上

了自学成才之路，职工素质起了深刻的变化。回顾工会的宣传教育工

作，有经验也有教训，1958年至1960年曾附和当时浮夸形势，县工会

总结上报了某厂用两周时间扫除了文盲，某厂只用lo元钱实现了机搪

化等一些不合实际的“典型”材料。

为了建立职工文化阵地，建国初县工会在城关、朱埠建立了工人

俱乐部。1980年在县城新建了工人俱乐部(现为文化宫)，为职工娱

乐，学习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在群众生产工作中，县工会把组织职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

劳动竞赛，作为经常性的任务来抓。从1951年1月响应东北机床厂马

基



恒昌小组的挑战起，’一直来阊断地弧到现在，这对推动各单位的生

产，减少开支，增加收入，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发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一直是麻

城工会工作的一个重点，县工会在中一供销合作社、麻城机械厂(现

气闷厂)办点，总结推广了不少的经验，各行各业的职工基本树立了

支农观念，遂货下乡和上门修理，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1 958年3月

省慈工会推广了麻城支农经验，全国总工会编印了《麻城工会工作经

验》一书询『全国推广，后来不少省市工会派人来麻城参观学习。

：职工技术协作组织，是1984年9月建立的。县工会领导技协委员

会，?组织职工进行技术攻关，技术引进，更新设备，加强技术培训，

使不少的单位产品质量、数量迅速提高。据1985年统计，全县创部优

和省优的新产品有16巩。技协成立后，实现革新项目243项，创经济

价值近700万元·

工会在孤生产的同时，又十分注重劳动保护，对不顾安全，违章

操作而造成非正常伤亡事故，工会会同有关部门一起，及时进行了认

真调查，严肃处理。

生活福利方面，工会从建国初注意对失业工人的安排和救济起，

以后一直坚持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组织互助储金会，举办临时休养和

疗养所j安排劳模到庐山、九宫山、太湖等地休养和疗养，为关心职

工生活做了大量工作。

随着女职工的增加 县工会予1983年3月成立了女工部，从而加

强了女工工作，对女工的保护，关心大龄未婚青年，开展“女能人’’

活动，t关心托幼事业等都取得了好的成绩。

工会财务工作贯彻了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工会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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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方针。建立了财务镧度，组建了经费审查班子，县工会把财务工

作，作为开展工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尽管工会经历几次折腾，财务工

作几度出现混乱，县工会下央心及时扭转了这种局面。1983年起，工

会财务实行奖惩制度，调动了基层工会的积极性，都能较好地完成上

解任务，使212会的财务工作走上了正轨。
”

在党和上级工会领导下’j麻城工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魇，到l_986

年底止，有系统工会35个，基层工会247个，工会专职干部156人，兼

职工会干部2，752人，会员24，606人。 (其中女会员8，433人)较建国

初会员数增长了212倍多，麻城工会组织己经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政治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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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局工会⋯⋯⋯⋯⋯⋯⋯⋯⋯⋯⋯⋯⋯O OIII O@O OI Q O'O O(29)

市供销社工会”⋯⋯⋯⋯⋯⋯⋯“⋯⋯⋯⋯⋯⋯．．．⋯··(31)

农机局工会⋯⋯⋯⋯⋯⋯o e o o o o e e o o e e o e,oi o o o o⋯⋯I o o 6,o o g o(33)

物资局工会⋯⋯⋯⋯⋯⋯⋯⋯⋯⋯⋯⋯⋯⋯⋯⋯⋯⋯(34)

林业局工会⋯⋯⋯⋯⋯⋯⋯⋯⋯⋯⋯⋯⋯⋯⋯⋯⋯⋯(36)

市招待所工会⋯fl g@I,⋯⋯⋯i@gI,@@'gII B g',⋯⋯⋯⋯⋯⋯(37)

工业局工会⋯⋯⋯⋯⋯⋯⋯⋯⋯⋯⋯⋯⋯⋯⋯⋯⋯⋯(38)

轻纺局工会⋯⋯⋯⋯⋯⋯⋯⋯⋯e e e e e e o o e e e e⋯⋯⋯⋯⋯(39)

外贸局工会⋯⋯⋯⋯⋯⋯⋯⋯⋯⋯⋯⋯⋯⋯⋯⋯⋯⋯【40)

气象局工会⋯⋯⋯⋯⋯⋯⋯⋯⋯⋯⋯·⋯⋯⋯⋯⋯⋯··(40

交通局工会⋯⋯⋯⋯⋯·⋯⋯⋯⋯“⋯⋯⋯⋯⋯⋯⋯⋯(41)

电力局工会⋯⋯·II@QI·III Q a“·⋯⋯··⋯⋯⋯·,O'O O OI O O e 4 0 O O0(42)

城建局工会⋯⋯⋯⋯⋯⋯⋯⋯⋯⋯⋯⋯⋯．．．⋯⋯⋯⋯(43)
“ 卫生局工会⋯⋯⋯⋯⋯⋯⋯⋯j⋯·⋯⋯⋯··⋯⋯⋯⋯··(44)

农业银行工会⋯⋯⋯⋯⋯⋯“⋯⋯⋯⋯⋯⋯⋯⋯⋯⋯·(45)

一’ 水利局工会一⋯⋯⋯m⋯··⋯m··：·⋯⋯⋯⋯⋯⋯⋯⋯·(46)

广播局工会⋯⋯⋯⋯⋯II‘Q Q OI O：⋯⋯⋯．．⋯⋯⋯⋯⋯⋯··(47)
、。_‘‘ 文化局工会⋯⋯⋯⋯⋯lll Ol Oll@⋯l—o g·⋯⋯·⋯⋯⋯⋯⋯·(47)

农牧局工会⋯⋯⋯⋯⋯⋯⋯⋯⋯⋯⋯⋯⋯⋯⋯⋯⋯⋯(49)

烟草局工会⋯⋯．．⋯⋯⋯⋯⋯⋯⋯⋯⋯⋯⋯⋯⋯⋯⋯。(50)

建材工业公司工会⋯⋯⋯⋯⋯IIiIIIIIIIIIllI⋯⋯II O O gIIl O(50)

三，镇、场、库王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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