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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银市工会志

序

《白银市工会志》在中共白银市委、白银市人民政府的示切关怀下，在市

地方志办公室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全市各级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撰

编人员 三年多 时间的辛勤工作，业已 杀青，即将付梓 问 世 。 这是白银市工人

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白银市工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谨代表 白

银市工会志编篡委员会，向所有关心、指导 、 支持和帮助本志撰编工作的各

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和各级工会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体撰编人员

表示崇高的敬意 !

《白 银市工会志》的编篡工作经市委 、市政府 20 12 年年初批准立项后，

即成立"((白银市工会志》编篡委员会" 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年 5

月份， 编委会召开了有全市各县区总工会、基层工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编篡

工作动员大会。县区总工会和各基层工会均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立即抽调

专人进行撰写，并预期 完成 了初稿的撰写工作。 经编篡委员 会工作人员初步

审核 、反复修改、认真校对， 几易其稿， 这项 白银市二运史上的文化大工程终

于完稿竣工。

《白 银市工会志》主要记述的是:白银工人阶级队伍形成、发展和壮大的

历史过程;白银工业企业的创建和经过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白银市工会

组织的建立和工会工作的历史过程 o ((白银市工会志》充分反映了白银市各

级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市工人阶究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出的主人翁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

中发挥出的首创精神，突出体现 了 工人阶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力军作用。

白银是一座以工业立市的城市。追溯白银的历史，我们知道，早在明朝

的洪武年间这里就开始了贵金属的开采和冶炼， 史料中有 "矿炉二十座 、矿

徒 愈四千"、"日出斗金、积销金城" 的 记载 ，可见当时这里工业发展的规模 。

朝廷 曾在这里设立官方管理机构 "白银厂"对开采和冶炼业进行管理"白

银"之名由此而得。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怀揣报国理想的地质学家宋叔和等人就在广袤



的白银大地开始了地质勘探，并且写 出了 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勘探报告，可

是，在那个战乱频繁、 民不聊生的年代，不可能会引起当局的重视。 伴随着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这块藏金藏宝 的宝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53

年 2 月 21 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令国人为之一振的电讯"甘肃省呆兰县白

银厂发现大型铜矿... ...这里将成为我国未来的铜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由前苏联援建我国的 156 个重点项 目，国 家在白银就安排了两个，即白

银铜硫化工企业(白银有色集团前身 )和国营 805 厂(银光集团前身 ) 。在 白

银的全面开发建设和国家二线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一批沿海地区的企业逐

步 内迁落户白银，一批轻工企业也相继建起， 一批地方企业也应运而生 。

1963 年 ，由 于贯彻国家经济调整的政策，白银市建制一度撤销 ， 但这些已经

落户白银和新建的企业仍然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

白银市是随着铜资源开发利用而建立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从 1 956

年折腰山开始基建， 到 1 988 年火焰 山 矿 山 闭 坑，白 银 三大露天矿共采出矿

石 66 33 万吨， 生产铜金属 8 1 万吨 ，曾创造 了 铜产量 、 产值、利税连续 18 年

第一的辉煌业绩 ，为国家创造利润 22 亿元，是国家投入的近 13 倍。 上世纪

八十年代以来，在已探明资源日趋衰减的情况下，国家和甘肃省加大对白银

的建设投资，促进有色工业由单一铜资源开发利用 ，向铜铝铅钟、 贵金属等

多 品种发展，已形成有色金属冶炼生产能力 40 万吨 ， 累计生产铜铝铅辞四

种有色，金属 430 万吨，上缴利税 60 亿元。

白银是新中国的骄子。正是有了白银公司、银光公司、 靖煤公司 等这样

一大批企业诞生、成长、发占l 于白银，再加上以后相继建立起来的甘肃稀土

公司 、白银针织厂、白银针布厂、长通电缆厂、靖远电厂等 中央直属企业、省

属企业先后落户白银，昔日 茫茫戈壁滩上挺立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 白

银，是一代又一代的产业工人用智慧和双手托起的一座现代化新城。 而各级

工会组织， 在 白银的开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在白银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中 ，各级工会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

织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当 时一穷 二 白的艰苦条件

下，住地害子， 喝苦水， 克服 了 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在茫茫戈壁上扎了根 ，

创 了业。 各级工会组织在组织职工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技术革

新和技术革命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发展企业文化事业、关心和帮助困难职

工等方面都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白银工人阶级创造的 "白银炼铜法" 曾

经是居国内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白银的产业工人

- 2 一



产i银市仁会主

中涌现出了 舍生忘死的英雄陈永江、 烈火金刚 陈永林等一大批工人阶级的

优秀代表。 各级工会组织在企业生产建设的全过程中，自 觉维护职工群众的

合法权益，关 I\" 职工生活， 为 职工群众谋福利， 妥善解决职工群众的住房、就

医、 劳保、子女入托、就业等一系 列工作生活 中的实际|可题，成为广大职工群

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事实证明 ， 白 银 的各级工会组织，为白银的开发建设、

为白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事业、为白银的社会稳定都做出了极立重要

的贡献。

我们编篡这部工会志，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白银工人运动的历史、白银

工会的发展史、白银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 重大事件和重要史料记载在 白 银

的史册中 ，雕刻在白银的历 史丰碑上。 这是一项有着资治 、教育、存史社会效

益的重大工程 。 这项工作 ， 如果我们不做，如果现在不做， 也许， 这些史料就

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3 我们做 了 一项上对得起前

人、下对得起后人的功德、工程。

在本志的编篡过程中，广大编篡人员发扬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的精神 ，

严肃认真、慎密严谨地开展工作 Q 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档案 中查找资料;寻访

当年参加白银开友建设的历届工会老领导和老工人;实地考察厂矿企业、车

间工棚，尽量充足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在稿件撰写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主要

业绩、重要人物反复求证， 力争客观真实。 在布局安排上分为四个版块:一为

市总 工会;二为 县 区总工会 ; 二为 市总工会直属各基层工会; 四为 非直属各

基层工会。四个板块既独立又互相关联照应。这样的布局 谋篇 ， 能够使读者

阅读起来线条清晰，层次分明 ， 查找资料也 比较简便容易 。

编篡一部具有 时代特征，工业城市特点和工会特色鲜明、观点正确 、方

法科学、资料翔实的 《白 银市工会志)) ，全面系统地记述 白银工人运动和工会

工作的历史、 现状 p 是新 时期全面推进工会工作发展 ， 开创新时期工 会工作

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 一项研究认识工会、服务当代、 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 o

总 结、反映 60 余年来白银地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既是前人对我们的希

望，也是广大职工群众对我们的重托。

本志为白银市工会系 统的第一部志书。由于时间跨度大，资料缺乏，并

且许多企业都经历了关停并转等改制，档案资料丢失严重，并且白银市 曾 经

一度撤销 ， 历 史也出 现过断档 ， 这就给本志的编写 带来 了 一定的困难 。 加之

我们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 ， 使本志还存在许多的缺点错误和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方家对本志存在的 问题、缺点错误提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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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指正，以求使这些缺憾在 以后重修时能够得到纠正和完善口

当前 ， 在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白银市正在进行

一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改革。各级工会组

织，要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事业中有所作为，我们既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 ，也要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11 中增 长智慧 ， 以适应日

新月异的 改革和建设的形势 ，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有鉴于此，

本志书就是回顾和研究历 史、汲取经验教训、展望未来的明镜宝鉴。相信《白

银市工会志》的价值将会日 渐彰显于今天和未来 。

是为序 G

白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白银市总工会主席 Jj ， ~\~'1

银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毙材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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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工会志

编辑说明

一、本志采用述(概述 ) 、记 (大事辑要 )、志(志文 )、 图(照片 ) 、表(各种配

文统计表 )、录(附录 )等体裁 ，力求全面 、系统 、真实地记述白银市职工队伍 、

工人运动 、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坚持地域性原则，以 2010 年的白银行政区域范围为记述范围。

三、本志上限起于新中国成立，下限至 2010 年底。 部分内容略有下延。

四 、本志所记各单位以 2010 年底隶属于白银市总工会的为主，并将部

分非隶属单位一并收录。

五 、本志中的资料 、图片和统计数据均来自各县区和基层工会的统计 ，

部分图片由市文联副调研员曾恒泽提供。

六 、本志中的单位名称、职位名称、人名等一律按各基层工会提供的资

料、档案资料原样记述，并尽可能使用全称，同时括弧简称。



编辑且明

七 、本志为行文简洁，较多使用了工会系统习惯使用的简称和缩略语 ，

其全称和完整语一般出现在标题或文中 ，不再一一注明 O 如 :全总 、省总、市

总等。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三三个方面 :一是市总机关各部 、室提供 ; 干二是各县区

总工会 、市总所辖各产业工会、非直属工会提供 ;三是从档案馆 、 图书馆等方

面查阅摘录。

九 、其他未说明者，遵从《白银市志》及一般志书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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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1 966 年视察白银

吴邦罔视察白银

臼银市工会志

BA 1 YI NSH.Ir;ONí.HlJ lZ HJ 

1992 年 8 月江洋民视察白银

朱俗基视察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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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奇题词

兰州军区运输队帮助往白银运送炸药

白银市工会志

ßAIYINSHIGONGHUIZHI 

开发建设前的白银郁家川

开发建设初期的建设立，地

奋战在开发建设中的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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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勘探队员在黄河岸边勘探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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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白银

白银钢铁厂

.JJ. 

1973 年的工会印章

白银市工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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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爆出新天

1956 年 12 月 31 日白银第三次大爆破

遗留在景:泰县芦阳镇的"大跃进"时期土法炼钢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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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委员刘万锚登记表

工会会员曾维的会员证 工会会员会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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