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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工会志顾问‘'-'Jt编纂人员名单

组 长：

刘建华

副组长：

夏阿德

组 员：

张祥、周祥株、邱播昌、赵海出、马勇(女)、

李文、杨景华、丁国志、陈苏篓(女)、秦宗汤

编纂人员：邸玉堂、刘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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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

本区《工会志》是戬区工人运动的真实记述。

三十六年来，我区各级工会和职工群众的奋斗历程，己成为本区

光荣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如实地留给后人，展现出他们

艰苦创业的画卷，无论在发扬革命传统，总结历史经验，为工会工作

者提供借鉴，抑或保存历史资料等诸意义上，都是十分可贵的。为

此，根据区委和上级工会的要求，继承“盛世修志’’的传统，区工会

决定完成这一任务。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史志小组的同志们付出辛勤

的劳动，做了巨大努力，终于在今年“七·一’’脱稿，甚感欣慰。尽

管本((志》尚不够完善，材料亦不够丰富，但它表述的内容是真实

的，编写态度是严肃的，不失为工会工作者．；f口广大职工了解本区工会

历史事项的依据。希望本《志》在我区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建设洪流

中以及在“资治、教化、存史’’诸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

仅向关心、协助我们编纂工作的有关领导、各方人士表示衷心地

感谢并求继续撵教。

姜贵来

一九八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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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二)

朝阳区工会用三四个人(主要是两个人)的力量在短短的三年左

右的时间内，写出了这样一部约三十万字、记述区_q2会三十六年来的

活动的志书，实在是一件修史佳事。从北京市的工会组织来说，好象

还没有一本比这本更完整、更系统、更翔实的志书。从这本志书看赣

阳区工会的三十六年，不是见其一斑，而是得其全貌。这一点就非常
可贵。

工会是干什么的?要22会有什么用?等等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议

论纷纷、说不清楚。怎么办?从无产阶级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找观点

固然是一个办法，但从我们自己解放前二十八年、解放后四十年的实

践中总结经验更不可少。这后一项功夫如无准确、翔实、系统、全面

的史实作根据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就提不到科学的高度、理论的高

度，就说不到点子上。《朝阳区工会志》在这方面给我们增添了一块
砖、一片瓦。

212会志到底怎么写?除了我国的丰富史学理论可资借鉴外，恐怕

还是要依靠工运史22作者们的实践。这本-r-_会志的体侧、取材、叙述

是否适当，大可商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本志是从丰

富、详备的史料出发，从朝阳区_q2会三十六年来的实际发展过程出

答，一来进行编写。从这一点来决定自己的体例。在没有很多22会志可
以参考的情况下，这也颇有冒点风险的勇气。有些差错是难于避免

的。请工运史工作者们评论吧。

我有幸目睹了这本志书酝酿、萌发到诞生的全过程，写下这点感

想，也算我学习本志的一点心得。

钟德钧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七日 草于陶然亭侧

(作者：北京市总工会工运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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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工会组织建设服务。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远，秉笔直书，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对

历史上重大问题，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以求客观的反映历史。

三、时间断限：上自1949年，下止1985年。少数内容下延到1988年。

四、资料来源：绝大部摘自朝阳区档案局和区工会的历史档案，少部分摘自《新民

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及老干部的回忆和基层工会提供的材料。为节省篇

幅，在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五、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和影印原件。为适应志体“横排纵

写”的方法，本志采用章节目和附记等形式记述。但工会实际工作情形，往往是相互交

叉、结合进行，并非全如记述状态。本志凡十章、四十九节，约三十万字。为便于阅读，

正文前立《概述》，简要介绍本会历史和现状，章前做小序，提出记述重点或需要说明的

问题。

六、1955年国家币制改革，旧新比值为一万比一。为叙述简便，本志中旧币称人民

券，新币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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