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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金州区总工会主席 刘淑香

编纂《大连市金州区工会志》是金州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

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和业务建设，在中共金州区委、大连市总工会的

关怀和领导下，经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现已完成。它的诞生是全区

工会工作者和广大会员、职工群众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大连市金州区工会志》记述了金州区工会自1945年11月建

会到1992年12月期间的组织变革和人事更迭；记述了工会组织不

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记述了工会组织在履

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4项社会职能中的光辉篇章；记述了职工

群众中劳动模范的功绩和金榜名册。它还汇集附录了有价值的工运

史料。

全志共设6章、19节，25万字。编纂人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真求实，力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在体例上坚持既继承又创新，在选材上遵循立足当今，详今略古的

原则，尽力做到准确、详细、真实。

在编纂本志工作中，虽经金州区总工会编纂领导小组及其编纂

人员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由于受到资料、时间、知识水平的限

制，漏误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工会工作者、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本志编纂承蒙市总工运史办、区党史办、区志办的指导帮助和

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受到曾在金州区总工会工作过的老同志和知

情者的热情关怀，极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在此，向所有为本志编纂

给予关心，提供帮助，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1

1994年7月1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篇目：本志设章、节、目、1、4个层次，横排竖写，纵横

结合，以横为主。 ‘

三、体裁：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

体。图表分别附于各章节之中。

四、断限：本志上限起自1945年11月金县职工会成

立，下限断止1992年末。
●

五、称谓：本志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单位、职务等，均以
●

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呼记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

时用简称。

六、数字：本志表示数量一律用阿拉伯数码，叙述性数

字使用汉字，抄录、选录资料中的数字，按原来的写法。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金州区档案局和
～

省、市、区有关部门，部分资料是通过社会调查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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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金州位于辽东半岛南部，东

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甘井子
区大连湾镇为邻，北与普兰店市

相连，素有“黄、渤两海一明珠”

之称，历来为辽南军事、政治、经

济与文化的中心。全区总人口为

556198人，其中职工总数62493

名，会员60633名，设有中层局

级工会12个，在313个机关、企

事业等单位建立了基层工会组

织。金州区总工会就坐落在这座

繁华古城里的向应广场东侧工

人文化宫后身一栋四层小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

主义投降，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

治40余年的金县人民获得了解

放。同年10月，日伪爪牙蠢蠢欲

动，由地方豪绅、伪职员等串通

一起公开地组织了金县维持会。

日寇统治时期金州14个会的头

目之一曹世科任首席委员。此

间，全县各地均成立起维持会，

原各伪会会长基本上都变为维

持会会长。这一伙人和国民党是

一脉相承，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

国民党、三青团，他们除掌握维

持会大权外，还组织了保安大

队。他们有恃无恐地大肆宣传国

民党的三民主义，公开组织了许

多反动组织。同年同月，东北民

主联军普兰店支队司令赵恩光，

率人民自卫军400人，前来接收

金县，与伪保安队相遭遇，经苏

联红军驻金州保安司令部调停，

人民自卫军撤出金县返回普兰

店。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

定，金县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

不允许任何党派公开进驻和接

收。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我党

便采取了秘密的方式开展工作。

同年同月，胶东军区、大连党的

负责人根据中央指示先后派党

的干部到金县开辟党的地下工

作，原计划李建东等同志打进维

持会，达到建立民主政府的目

的。但曹世科以种种借口将李建

东等同志拒于维持会之外，在这

种情况下，李建东等同志决定组

建职工会，通过职工会的组织去

开展工作。

当时，金县的工厂大部分都

已停产关闭，仅有内外棉金州支

店(今金州纺织厂)和金州皮革

厂尚在维持生产。内外棉规模较

大，工人较多，人又集中，便确定

内外棉为开辟工作的重点。李建

东、张青山、王立志等同志经常

深入工人群众之中，讲述革命道



概 述

理，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

会开展斗争。经过筹备，工会组

织很快成立了起来。工会成立

后，根据工人的要求，向厂方提

出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

资、供给热开水、发给补偿剥削

的补助金等要求。工人的正当要

求得到了部分解决。

在这期间，党组织还派党员

干部到其它厂矿企业、农村深入

工农群众，宣传党的主张，进行

革命道理教育，发动群众，组建

工会。从而很快又建立起皮革、

失业工人、人力机、棉织、汽车、

木瓦工、马车、店员等工会组织。

这时全县会员数已发展到

24000多名(包括雇工贫民)。

1945年11月11日，金县

职工会筹委会在日伪图书馆遗

址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宣告金县职工会成立，来自基层

工会32名代表参加会议，李建

东当选为金县职工会会长。

金县职工会成立后，区村先

’后也成立了职工会组织。当时工

会会员中有在业工人、失业工

人，也有农村雇工和贫苦农民，

工会组织实际成了城市、农村无

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一个统

一组织。1946年秋，农村成立了

’农会，职工会会员中的贫苦农民

退出工会参加农会，但雇工仍参

加工会。1947年初取消了区村

职工会，雇工统一归农会领导。

这时职工会专门组管城市企业

事业中的工人，重新整顿了工会

组织，整顿后会员数剧减，只剩

下6751人。

1946年到1947年间，国民

党将军队开到辽南地区——普

兰店，封锁旅大。当时，金县人民

在吃、穿、用方面都很困难，为了

贯彻地委提出的“巩固旅大战略

要地，建设我党隐蔽的后方，发

展生产，安定民生，支援前线”的

战略方针，组织了“工人纠察

队”，并以职工会的名义发动群

众劫富济贫，进行反奸清算，斗

争恶霸地主和资本家，没收付

财，清算雇伙计的剥削帐等。此

间，职工会还组织工人恢复生

产，发展生产，帮助失业工人就

业，在解决工人生活困难的同

时，还发动工人支援解放战争。

除物质支援外，还动员有觉悟的

青年工人参军参战，为提高工人

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在

工人中开展了政治时事学习和

识字扫盲运动。

1948年，全县各级工会组

织响应关东职工总会的号召，围

绕生产建设在广大职工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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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立功竞赛活动。在立功竞

赛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

紧密结合，积极提合理化建议，

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

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职工

中继续开展了政治学习和识字

教育运动，开展了向苏联学习活

动，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水平和思

想政治觉悟，树立了主人翁劳动

态度。

1949年10月1 El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国民经

济恢复的新时期。50年代初各

级工会组织先后在职工中开展

了立功竞赛、拥党竞赛、爱国主

义增产节约竞赛、创造生产新纪

录、技术革新等竞赛运动。通过

竞赛，进一步加强了职工队伍的

团结，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恢

复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在美帝

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工会

组织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在职工，

中进行了反美侵略思想教育，发／

动职工投入了增产节约，“抗美

援朝”群众运动。广大职工积极

参加做军服、军鞋、捐献“飞机大

炮’’，人人为“抗美援朝"献出一

份力量。在“镇反”、“三反"、“五

反’’运动中，工会组织发动职工

群众站在斗争的前列，在运动中

得到了锻炼。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

个五年计划，为了确保第一个五

年建设计划的第一个年度计划

的胜利完成，各级工会在党的领

导下，系统地向广大职工进行了

“三大任务’’，全国工会“七次二

代”、劳动纪律和党在过渡时期

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从而

更加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方面做出

了贡献。

1954年10月召开了金县

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

总结回顾了1947年第二次代表

大会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

会工作，并遵照党的总路线总任

务确定了国家建设时期金县工

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1956年全县各级工会组织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参与了工资

改革工作，积极地协助政府和企

业行政胜利地完成了工资改革

任务。通过工资改革不仅使广大

职工的工资标准有了提高，并使

工资制度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得到了改进，保护了职工群众的

合法利益。结合工资改革开展了

群众工资工作，协助有条件的单

位推行了计件工资制度。工会组

织通过参与工资改革，在参政议

政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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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是我国人民实施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关

键性的一年，各级工会组织带领

广大职工参加先进生产者运动，

组织职工学习先进经验，开展群

众性的先进帮后进，后进学先进

的学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先进

生产者运动的深入开展，胜利地

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进行

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

1958年8月开始，在“以钢

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县

城乡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

动，小高炉遍地“开花”。厂矿企

业职工也卷入了“大炼钢铁”的

群众运动之中，此举在经济上造

成了很大损失。

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

害期间，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

活遭受到暂时困难。各级工会组

织遵照毛主席一手抓生产，一手

抓生活的指示，发动职工群众开

展了“南泥湾"生产运动，在低标

准、瓜菜代的情况下，战胜了自

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胜利地渡过

了难关。

1966年5月，“文化大革

命”开始。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

遭到破坏，县总工会受到冲击，

机关被占陷入瘫痪，干部被下

放，“工代会’’取代了工会组织。

1973年5月，根据中共中

央(1973年)17号文件精神，遵

照省、市委的部署，在县委和各

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基层进行

了整顿和健全工会工作。当时有

109个单位建立和健全了工会

组织，有8984名会员恢复了工

会组织生活。同年8月，召开了

金县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重新

恢复了金县总工会。工会组织恢

复后，在职工中开展了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教

育；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组织发动职工“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教育职工树立“以农业为基

础”的思想，大力支援农业巩固

工农联盟．力口强工会自身建设，

提高了工会的战斗力。通过各项

活动，各级工会组织发挥了党的

助手和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作用。

1979年3月，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

下，金县工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

大会。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

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深入批

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

坏工运事业的罪行，拨乱反正，

把工会工作逐步转移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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