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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 越

‘启东县工会志》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现已出版问世，这是

启东工会事业的一大工程，也是启东广大职工群众的一件大事，我

们衷心祝愿她的诞生．

启东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早在大革命时期，启

东工人就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剥削、压迫，批判黑暗势

力。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启东产业工人先后爆

发了三次具有重大影响的罢工，并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义革命胜

．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解放以后，启东广大职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艰苦创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为实现我国历史上最

伟大的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启

东工人阶级，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安定

团结。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启东职工积极

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支持参与改革开放’，为加快经济发展作出了

不懈的努力．， 、 ．

启东县工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广大职工的重要代表者，

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挥作用。在中共启东县

委领导下，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履

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职能，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社会



生产力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工

会的群众化、民主化。

《启东县工会志》，对1904～1989年间．启东工人运动和工会

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的历史资料。古人说，察古而知

今。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I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以

史育人。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启东县工会志》，不仅有助于对广

大职工进行传统教育，进一步激励职工群众建设启东的历史责任·

感与主人翁精神，而且对广大工会工作者、从事工人运动理论研究

的同志，以及党政干部，在了解和研究启东工人运动，推进工会工

作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编纂《启东县工会志》过程中，得到了启东市(县)委老领导

和工会老前辈赵一德、季新华、郁谦、陆平、l倪善贤l、严盛、吴建新、
仇学时、陈启贤、陈慧、陈毓芳、胡士范、施政、陆家康、刘德高、钮德

昌、黄吕公等，还有省总工会史志办、南通市总工会、启东市地方志

办公室、政协启东文史办公室等单位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表示

深切的谢意l
‘

t启东县工会志》出版后，希望全市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认

真阅读，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并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借此书进一
’

步了解启东工人运动史迹，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工会事业，把启

东的工会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

达、科技进步、文明富庶的新启东而努力奋斗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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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年限：上限1904年(以1928年建置启东县后为主)。

解放前时间界限，以启东解放的1949年1月27日为界。建国

·前与建国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即1949年10月1日

为限。 ．

’

二、体式：采用记述体，以文字记载为主，横排竖写，并采

用序、述(概述)、记(大事记、后记)、志、录(名和附录)和一些

必要的图、表、照片。 ．

。

三、纪年：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均用公元纪年l使用年、

月、日的以及其它所用数目字，均用阿拉伯数码。

四、记述：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阐述，不加观点。但考虑

到“史为今用”、。以史育人”，尽量选用有价值的史料入志．

五、结构：分章、节、目3个层次．章、节依次排列；目以标

题为记。

六、大事记用编年体记述方法，内容突出重点，一事一

记，不加评述。每条冠以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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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 启东县位于长江入海口北支两岸，南临长江，东、北部濒临黄

海，西与海门县毗邻，县治汇龙镇。启东县行政区域在历史上分属

崇明、海门、南通3县，其南部原称崇明外沙，予1928年3月分治

设县称启东，其北部和中部，于1949年、1954年先后划归启东辖

境。1989年末，全县总面积为1471．64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

1157平方公里。县辖7个区(港)，2个县属镇，4个乡级镇，35个农

业乡，3个渔业乡，704个村，20个居委会，人口115．04万。启东是

? 上海经济区组成部分，对外开放县之一．1989年末，全县乡以上工

业企业1102个，其中乡镇企业972个，以轻纺为主体，门类较齐

全，主要有纺织、轻工÷食品、机械、建材、化工、电子等行业。全县工

业产品中，获国家部、省、市优产品123个．长毛绒玩具、白厂丝、棉

纱、针织内衣、水产品已成为出口刨汇的拳头产品．1989年全县乡

以上工业总产值164 562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55 810万元，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1359元．
。

启东的职工队伍是伴随近代工业发展而逐步产生、发展壮大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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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起来的。清代后期，随着集镇的逐步形成，大江南北的商人、艺人来

镇设店经商，经营规模的扩大，招来了徒工、帮工，从此产生和发展

了店员、铁、木、竹工、食品、运输等职工。清代吕四沿海随着海运业

的兴起，船主在渔汛期雇用渔民用木船出海捕捞，由此产生、发展

了渔业工人．启东近代工业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南通实

业家张謇集资在崇明外沙久隆镇南约两公里处创办大生棉纺织二

厂(以下简称大生二厂)。1907年大生二厂开工后，启东诞生了第

一代产业工人。以后，相继办起了电灯公司、印刷所、油坊等小手工

业，规模很小．生产时断时续，工人不多。30,-,-40年代，由于日军入

侵、国民政府军挑起内战，全县近代工业，几乎是零。1949年lo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年底，全县主要有一个国营启东解放印刷

厂和乡镇的油坊，染坊，砖瓦窑业等，职工总数为6357人。随着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全县工业企业和其它各行各业迅速发展，

职工队伍日益壮大．到1989年底，职工总数达85 491人(不含乡

镇企业职工)，比建国初增加12．4倍．

启东广大职工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19年5月15日

"--6月中旬，受。五四”运动影响，崇明师范教师率启东学生来外沙

组织召开各乡、镇校长、教师紧急会议，动员师生兵分四路示威游

行，高喊“打倒军阀，反对卖国贼，抵制日货”等口号。外沙各镇职工

纷纷参与这一运动。1924年，东昌镇花行学徒谢之屏，通过上海徒

工、地下党员陈楚镛寄来的马列主义书刊，经学习小组进行学习和

社会调查，向群众揭露剥削阶级的剥削手段，传播马克思主义，同

各地来外沙的青年教师宣传革命道理，为中共地下党在启东建立

奠定思想基础。1929年初，中共启东县委的建立，为启东工人运动

指明了方向．党一开始就在大生二厂开辟工作，物色对象，发展党

员，建立大生二厂党支部，领导工人运动。1929年5月"-'1933年9

月，在党的领导下，大生二厂工人先后进行了3次较大的罢工斗

争。在1930年，党领导的“红五月暴动”中，首先在大生二厂发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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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数干工人首当其冲，突破特警封锁线。直奔2公里外的五区公

所、久隆公安局，高喊反对苛刻剥削，打倒区公所，打倒公安局．这

次暴动虽没有取得胜利，但它发动了工人，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打击了反动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启东工人、职员

参加了民众抗日协会．开展爱国救亡活动。1940年1月，毛泽东发

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东印刷所工人为启海抗日将士赶印了《新

民主主义论》1000多册。1941年3月．日伪军占领宕东各主要市镇

后，党和民主政府转移至n农村打游击。启东工人、职员为抗日武装

转运军需物资，传送抗日宣传品，配合抗日武装打击日伪军．1945

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启东职工配合政府接管市镇，维护

生产秩序．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搬毁停战协定，挑起了空前规

模的内战，lo月，国民政府军向启东解放区进攻，相继占领启东各

重要市镇。启东工人、职员为支援解放战争，赶制担架、军服，采购

军需药品，协助税务干部征税．押运船只，配合接管城镇等作了很

大贡献。
’

．

’

． 启东的工会组织．在1927年，国民党建立外沙市总工会筹备

会，1928年3月改为启东县总工会筹备会，发展了汽车、吊锅等工

会组织。1929年5月，中共启东县委在大生二厂建立了工人总会。，

在农村集镇先后建立小车、泥木工会。1939年后，在抗日游击根据

地先后建立工抗会．1945年9月，在中共东南县委领导下，建立启

东县职工委员会筹备会，1946年4月正式成立启东县工联总会．

各区、镇建立油坊、店员、砖瓦、泥木等工会。1949年1月，启东全

境解放．6月，在中共启东县委领导下，建立苏北启东县总工会筹

备会。1951年1月，正式成立苏北启东县总工会(以下简称县工

会)．县工会筹备、成立后，先后按产业把广大职工组织起来，建立

了海员、搬运、店员、教育等基层工会和县产业工会。并围绕党在各

个时期的任务和需要，不断加强基层工会整顿和建设。1966年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工会逐步停止活动。1968年9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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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启东县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取代启东县总工会。1973年8月，

根据中共中央(1973)17号文件，恢复启东县总工会。各基层工会

也随之整顿恢复，开展活动。1979年6月后，先后恢复县商业局，

供销社、教育工会工作委员会，建立县轻工业、卫生局等产业(局)

工会。1985年试行建立乡镇企业工会。1988年在县级机关开始组

建机关工会．到1989年底，全县有基层工会369个，其中乡镇企业

工会4个，机关工会23个，县级产业(局)工会5个，镇工会2个，

工会会员62 282入。

各级工会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领导。县工

会成立后，除县委领导为主外．先后属南通区职工总会筹备会、苏

北总工会南通专区办事处、江苏省总工会南通专(地)区办事处领

导．直至1983年3月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后，属南通市总工会领

导。 ．

县工会筹备和成立后，1950,'--1952年，根据全国工会工作会

议精神，把职工群众组织起来，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时

事政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职工群众投入抗美援朝．开展捐

献飞机大炮活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建立工人纠察队协

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在工厂和逐步开设的国营贸易公司，发动职

工制订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竞赛。在私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党和

政府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建立

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开展劳资协商，签订劳资集体合同．恢复和发

展生产，维护职工利益。在民主改革中，发动职工清除反革命残余

势力，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和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同时整顿工会组

织，纯洁职工队伍。在度荒中，协助政府发放失业工人救济粮，组织

失业工人进行生产自救和逐步安排失业工人就业。在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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