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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瑞金县工会是中l虱-r_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创建、发展，

是与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r人运动密切相关联的．
’

，p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目临时中央政

、 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所在地．全总执行局为了加强对瑞金

县_72会的领导，一九三四年五月，瑞金县职工联合会(即瑞金县总工

会)由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管辖改属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在全

总中央执行局的直接领导下，瑞金县工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三

三年九月，中央和全总发出了扩红号召， 膏瑞金城乡到处演唱‘十劝

郎’ ‘十送郎’，九十多名工会干部带头参军，推动了扩红运动向前

发展，在这次运动中全县五千零九十一人参加红军，瑞金荣获‘扩红

谟范县’称号”，中央和全总提出支前要求，一九三四年三月，瑞金

膏全县运输工人争先恐后地帮助红军运输稻谷十七万担，保证了红军

的给养”；中央和全总提出“慰劳红军一的号召，瑞金县总工会

热烈响应， _召开区、乡工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县工人中开

展‘每人捐献一双草鞋、一斤菜干’的活动，半个月内，工人们就捐

。，-．献草鞋二千多双、菜干十多担一。不久，又“组织动员工农群众、送

二 给红军新谷五万担，草鞋二万双，被毯三千条和菜干二万斤”．在伟

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瑞金县工会组织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瑞金的工农群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后，瑞金县工会在县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职工



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

进企(事)业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建

设“四有”职工队伍，开展创建“职工之家”活动。做了大量1的工

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一九八O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拨款五十万元给瑞金县修建工人文

化官，使瑞金职工有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场所，这是全总对瑞金职工的

深切关怀，对瑞金工会-r作的巨大支持。
‘

抚今忆昔，先烈们和革命前辈在鬲jj样险恶和艰苦的条件下，坚信、1一

共产主义必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的崇高理想，革

命精神。优良作风，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全县的工会组织、工会干部继承苏区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使工会成为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

纽带，全县工会干部和职工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向样

是留给我们现在和将来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的宝贵财富．让我把这些

财富运用于振兴瑞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之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由于革命战争的特定条件，资料留存不多，加之文化大革命时资

料损失甚多，给我们编纂瑞金县工会志带来不少困难．再者，我们编

撰缺乏经验，水平不高，《志》中可能会有错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
。

批评指正。对我们在编撰《瑞金县工会志》过程中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吣∑
的单位、个人，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致谢．

熊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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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一、《江西省瑞金县工会志》是瑞金县工会的一本专志．

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统一． ．

三、时限；上限1924年，下限19．88年，从瑞金工人运动掀起至建

国后瑞金县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四、内容详略：，详今略古，着重记述瑞金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工会

工作。

五，篇目结构：先分类后分时，章、节，目结构。全文分序言、

凡例、概述、大事记和正文十二章五十二节，约十万字。

六、体裁：采用记事本末体，志，记、传、图-表，照片综合运

用。

七、资料录辑：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关资料一并

收集。

八：资料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文字排列采用横排。



概 述 ．

瑞金县位于江西省东南边境，赣江东源之贡水上游。全县东西宽

约65公里，南北长约90公里，总面积为2447．98平方公里，人口50．2

万，有汉、畲、蒙、回、藏、苗、壮、满、侗、白、维吾尔、朝鲜、

高山等I3个民族。

大革命时期，瑞金没有工厂，只有布匹、雨伞、米行、酒付

(壹)，缝衣、京菜、药行、染织、皮枕等商店和木、竹、铁、理

发i创烟、纸槽等手工业。手工业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和店

员工人(雇工、帮工、学徒)深受老板、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生活非

常贫困。1924年至1925年，手工业工人受上海等地工人运动的影响，

组织了罢工斗争和游行，点燃了瑞金工人运动之火。

1926年，在南昌从事工人运动的杨荣才回到瑞金，在中共党员

邓寰的指导下，同杨舒翘、朱先泮等人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运工作，

组织了手工业和店员等行业工会，有会员300多人。1 927年春，在县

城杨屋坪召开了第·次工人代表会，会上宣布成立瑞金县总工会，并

作出了建立各业工会，发展会员、发动工人同老板作斗争等决议。从

此，瑞金县工人运动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瑞金县总工会也被敌封闭，委员长

杨荣才和许多工人群众遭敌杀害，’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1 93 1年3月，红十二军解放了瑞金城。同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和

全总苏区执行局先后迁瑞金。1同时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随着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恢复’县总工会和手工业、店员、纸业、农业、苦



力运输等行业工会先后恢复和建立，全县15个区72个乡也相继建立了

区乡工会，会员发展至,]5000余人，同时，建立了工人纠察队。1 933年

初，全总中央执行局在瑞金成立。工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被服、

织布、造纸、建材、农具、陶瓷、樟脑、石灰等r业生产和手工业合

作社相继建立，工人队伍迅速壮大。．瑞金工人在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

下，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方和参加苏维埃经济建设。在苏维埃政府

“扩红帮运动中，有73 oo多名工人参加了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

瑞金工人积极参加了工人师、赤卫军、赤少队、模范营等前方红军和

地方武装，许多工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支援革命战争，广

大_22入一方面积极组织工业生产竞赛，另一方面开展慰劳红军、拥军

优属、捐钱献物、购买公债、卖谷献粮等支前活动，为苏维埃革命和

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全总中央执行局的表扬。

抗日战争期间，为支援抗日战争，1940年，瑞金工业合作社事务

所成立。招收了一批失业工人，生产了烟草、教育用品、布鞋和军用

品送前线支援抗日战争。皖南事变后， “T合”遭破坏。1 945年，国

民党政府把持下，成立瑞金县总工会。下设了木T、厨师、手车、挑

伏、理发等行业工会，同时组织了教育、商业工会，工会理事长，大

部分都是土豪绅士，其职能为国民党政府服务。

建国后，1 949年8月，中共瑞金县委成立，在党的领导下，r人

重建自己的组织。同年9月，瑞金县-r入运动委员会和瑞金县总工会

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先后建立了行业工会。1950年6月，在县城召

开了瑞金县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宣布瑞金县总工会成立。从此，瑞金

的-7"业生产迅速发展，到1988年，全县己建立了电机，电力、农机、



‘机床、制糖、电线、化工、塑料、五金、制药、制革、采矿、建材，

．陶瓷，纺织、印刷、铅笔、食品、肉类加工等工业企业，己初步形成

了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职工队伍迅速壮大．由建国初期的4750人，

发展到15043人，会员由a496人发展到t 32 14人。建立了8个系统工会

和240个基层工会，县工会先后召开了1 6次会员代表大会。

建国初期，县工会和基层工会动员工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民主

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工人以实际行动筹集黄金、白银、人民币支援抗

美援朝战争，配合政府积极参加三大改造，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

+进行了公私合营、小商小贩组织了合作商店、手工业全部合作化，完

成了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会配合行政部门，对职工

?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生产，开展各项

．文娱体育活动，通过参政议政，实行企业民主管理，加强企业财务民

．主监督，搞好职工福利、关心女工生活和健康，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

．力军作用，使我县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精神，通过

，改革和技术革新，生产了一批部优、省优产品，有的填补了我国空

均，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振兴瑞金作出了重要贡献．

，f7



大事 记

大 事 记

一九=四年

八九月：瑞金木工五i六十人，因工资低，反对给地主钟同铭做工，

举行罢工。
、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3 0页

一九二五年

五月：瑞金码头、缝纫工人，为反对老板压迫打骂工人，进行罢工斗

争。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3页

六月：瑞金县城市工人、学生、商人及各界人士一千多人，为纪念

耵五洲”惨案和援助上海工人罢工，在真君阎河坝集会高

呼： “打倒帝国主义"、 “援助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等口

号，晚上举行火炬游行。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3 l页

一九二六年

七月：在南昌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知识青年杨荣才回家乡瑞金。继密

从事工人运动，到工人和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秘密组织各．

业工人同老板进行斗争。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3 l页

八月：瑞金县城的铁、木．理发、纸槽、裁缝等手工业工人，·在枥

荣才等同志领导下，组织了手工业工会。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6页

十一月：中共党员鄢寰秘密派刘惟煊，钟文煜两人前往赣州中共特另孵



大事 记 ·5·

支部举办的工农运动训练班学>-7．在学习期间，刘、钟两人

，由陈赞贤、钟友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瑞后，开展工

农运动。

见墨瑞金县组织史资料》第1页

十二月：瑞金县大部分地区秘密建立了工会、农会，提出了“打倒土

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史一等革命I：1号。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7页

． 、． 一九二七年

春：瑞金县总工会在杨屋坪成立，杨荣才为委员长；杨舒翘、朱先

电泮、曾兴发、雷振华为委员。作出了秘密建立行业土会、发

展会员，发动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三项决议。
4’

， ’见《杨荣才烈士简介》访《罗志才同志》记录

二月，：瑞林寨工农群众一千多人，为反对国民党压迫围

困搿保安团帮，迫使“保安团”撤离瑞林。，

。，

· 。，见《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6页

四月：将介石发行“四，一二一反革命政变，工会、农会被迫解散。

4见《瑞金县组织史》第 页

．一 《瑞金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第7夏
‘+

八月十九日：八一南昌起义军路过瑞金城，在绵江中学发展了刘忠

、恩、杨荣才、邓希平、谢仁鹤、杨舒翘等人入党，建立了瑞

。金县第一个党支部。1 22日，县总工会重新建立，‘杨荣才任委

员长，杨舒翘、朱先泮、雷振华为委员。

。
见瑞金县革命纪念馆《回忆资料》第1 o 9，3 o 3号

。

《瑞金县人民#命斗争史》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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