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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碉

凡 。例

一．本志书记述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8年．部

分内容根据需要，适当上延下续．

二、本志书记述地域，1951年县域变更前．包括现双蜂

县，娄底市全境及涟源市部分地域，1951年县域变更后．以湘

乡1 987年行政区戈Ij实辖范围为限．

三。本志书的历史朝代，一律沿用原称，如搿明黟．

搿清弦．“民国一等，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l清代以前的历史

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简称建国前．后，用公历纪年，使用阿拉伯字．

四、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一律沿用历史通称．对人物

称谓直书其名，．一般不冠褒贬之词．

五．对在章节中无法安排的独立事件．放在大事记里记

述．
9

六．本志书一律采用页末注．

七。本志书所计度量衡数，建国后按国务院1984年颁发虼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建国前采用当

时的度量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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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工人运动有着长期光辉的革命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

争开始到191 9年五四运动以前，不断寻求真理。以摆脱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与束缚，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24年，大革命兴起，中共湘区第三特

别支部在湘乡成立，从此，湘乡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

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捐导下由自发走向自觉．发展迅

猛，大革命时期，湘乡曾成为全国工农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在其后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继续谱写了无

数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新中国成立后．湘乡工人成了新社会

的主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辛勤劳

动．忘我工作．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湘乡工人阶级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口四

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会工作

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湘乡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在湘乡史

册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历史，是·面镜子．，学习历史，能使我们懂得过去，珍惜

现在，奋斗将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研究总结

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

传统和革命精神，对于加强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启发教育后

一代，开创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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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工‘食志

1 984年以来，在市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我们对工运和

工会史志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不但翻阅．摘录了大量的档

案文献资料，而且还经过调查，访问，抢救了一大批活材料．

为编写本书作了充分的准备． ．

根据市志编纂办公室的意见和共同拟订的方案及篇目，本

志书设t工人队伍，工人组织、工人解放运动．工会活动和人

物共五章，前列概述和大事记，中插照片14幅，后附回忆录．

全书约24万字． t‘- "一、 · 。一·、‘

_。

本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系统地展示湘乡工

灭运动的光辉历程，总结工会活动的经验，反映湘乡工人阶级

的革命精神，做到内容充实可靠，文字通俗易懂，起到志书资

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 t

t‘

我们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蓟了省党史办，档案

馆．图书馆、博物馆，省总史志办，湘潭市总史志办，市党史

办．’档案馆，博物馆及双峰县总工会、党史办，娄底地区
(市)．邵阳市．涟源市．湘潭县工会及各有关人士的大力支

持．帮助，谨此．j_并致谢．

周石，林

-JL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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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湘乡职业工人产生于明永乐初年．多为店员和手工业者：·‘

在封建时代，湘乡工人为维护本身利益，．曾自发地组织某些行

会，进行过一些经济上的斗争． ．，~：，．?

民国1 3年(1924)2月，中共湘区第三特别支部在湘乡成

立：翌年7月，领导县城码头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成立县内第一

个代表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基层工会～码头工会．从此：湘

．乡工人的自发斗争转为自为斗争．民国15年(1926)一7月，北

伐军进入湘乡，工人运动高涨，．11月14日正式成立湘乡县总工

会．不久，全县31种行业都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发展会员2千

多人．各级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斗

争，诸如创办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工人的

政治觉悟，组织工人积极支援北伐，发动工人向资方提出加薪

一倍和给失业工人安排工作的要求，为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

生活待遇，开展各种规模的罢工斗争，限制县城土豪劣绅抽走

资金，开展抵制仇货运动，破除迷信和封建旧习，产禁鸦片和

赌博等．

民国16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一，5月下旬，

湘乡县总工会委员长陈光烈和前敌总指挥彭泽霖率领工人纠察

总队及五．九，十一区的农民自卫队共2000多人，．经柳树铺．

城前铺至韶山冲迎击从长沙抄近路进犯湘乡的许克祥叛军0，战

斗失衬．‘队伍被迫解散．湘乡处于严重的j自危恐怖下f奢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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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骨干．为革命壮烈牺牲，工会组织悉被破坏，停止活动．

(二)。

民国1 7年3月，国民党组织的湘乡县总工会筹委会在三眼

井王家祠堂成立，由彭昌龄任理事长．在县城建立箩业等8个

基层工会，共有会员400入左右．民国1 8年l o月21日国民政府

颁布鬈工会法》，．20年6月6日又公布《工会实施法》，强迫

葺。人织建工会．加入工会组织．全县工人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

～7．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县党部加紧建立工会组

，织和发展会员的工作j于民国32年6月12甘．正式成立湘乡县

总千会，随即建立银行，熬硝业等基层工会，发展会员200人。

在母年抗战中，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秒。而湘乡广大

．工人群众，为了争取民族解放，自觉地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控

+制，开展了各种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

．。、 民国36年3月，国民党县党部为适应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需

要，又一次改组县总工会，并发展一批基层工会，吸收一批会

员，会员由600人增至900人左右．民国38年5月，解放军胜利

渡过长江，县总工会成立护工大队，纠合警察局先后抢劫群众

5次．工人群众反对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求解放。争民主的

斗争此起彼伏，在湘乡史册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三)

，，1949年8月1 3日湘乡解放，28日中共湘乡县委建立，随即

派工作队筹建工会组织．在边发动边组建工会的同时．广大工

人群众禄极开展支前活动．’1950午J1月16日。，工作队通过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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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代表62人；选举产生委员17人，成立湘乡县总工会筹委

会，组织广大工人群众，站在抗美援朝、清匪反霸斗争的前列，

积极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爱国捐献活动，支援土改，推动劳

资协商，调整劳资关系，组织生产自救，工会工伯非常活跃．

工会组织发展较快．至1952年底，基层工会由1949年16个发展

到34个，会员由1 24t人发展到1353人．
”

，

1953年4月4日，湘乡县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县，总

工会正式成立．同年11月28日“县总工会黟更名为“县工会

联合会黟．对基层工会进行了整顿，部分基层工会开展民主改

革运动．通过整顿和民主改革，清洗了钻入工会组织的不纯分

子．1954年每月，各级工会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中

心，在厂矿企业中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主的竞赛活动．同时，根

据中共湘乡县委《关于整顿工会组织．撤销小集镇工会的指

示》，撤销山枣．壶天、月山，羊古等处工会组织，所有工人

转移行政直接领导．不久，又撤销城关，谷水镇的搬运工会．

建筑工会和潭市镇的搬运工会，并收缴会员证．全县共撤销工

会组织9个，原在筹备的小教工会联合会亦停止活动．此后，

不适当地提高了职工入会和组建基层工会的条件，各级工会在

组织工作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关门主义现象，全县工会会员
由l 953年的2001人，减少到l 954年的1 260人． f．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为最大限度地发

挥工会组织团结职工的纽带作甩．简化职工入会手续．，放宽组

建工会条件，在国营企事业大力发展工会组织．还相继建立商

业，教育等县级产业工会，至当年年底止，全县有基层工会了8个，

会员发展到3600人，成为推动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力军

1957年，在整风和反右斗争巾，一些工人曾被变相打成坏分子，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随后进行了纠正．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

跃进矽中，虽有左的思想指导．但工人群众为了迅速改变国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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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穷二白的旧面貌，仍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大炼钢铁等运动．．j
。：’J 958年l 2月，中共中央批转《全总党组关于县级工会处理

意见》一文中，称工会将“自然消亡劳．．随即，全国刮起了
怔会消亡"风。受此影响．湘乡县工会主席调学文化，副主

席调邵阳．干部除留2人外，全部抽调下乡，党支部撤销，机

关搬到县委与公交办合署办公，并受其领导，县工会名存实

亡．’基层大多瘫涣．1 960年9月4日，接省总邵专办事处01 2

号通知。“中央，省．专(地)直属厂矿工会组织下放，．由县

工会领导一．1961年5月．省工会第四届四次委员扩大会议和

积极分子大会先后召开，全县各级工会认真学习和贯彻省两会

及县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精神，批判工会“消亡论黟，结束了

工会涣散状态．工会工作重趋活跃．

：。1962年8月3．El，．接上级指示．“湘乡县工会联合会移又

更名为“湘乡县总工会力．1963年配合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在全县79个基层工会普遍开展思想．组织、财务三整顿，

整顿面达1 00 o／．．1964年11月，又派出工作组在白田、东郊区

工会系统重点开展“三整顿"工作．通过整顿，加上前二年的

精减职工，会员人数由1 961年的9961人，减少到l 964年的5313

人．这一时期，工会工作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哆，和私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矽的八字方针，动员职工开展支农活

动，并安排部分职工下放农业第一线．．同时，开办疗养院室，

开展集体大种大养，’实行种养自救．
、t t966年，“文化大革命旁开始，’同全国各地一样，全县各

级工会受到严重冲击，一直至完全瘫痪．

(四。歹；

；ij 1"973牟4’月f1日’．中共审央批转中共北京市委，上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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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5月，中共湖南省委发布

关于整顿恢复工会组织的指示，26日湘乡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工

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会，成立筹备小组．到6月1 2日，

全县已核实登记。文革”前的工会会员为6057入，立即恢复会籍

的5818人，占应恢复人数的96．5％．6月1 3日湘乡县工会第八

次代表大会召开，县总工会正式恢复．1978年初，全县尚有文

化，教育，卫生等系统没有恢复和建立工会组织．12月召开县

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恢复建立发展基层工会列入议事日程，

随后．全县工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 976年全县只有基层工会

50个，会员7565人，至1979年基层工会发展到1 39个，会员

14，844人．

1979年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

下，各级工会组织进一步扩大，至1 982年5月第十次工会代表

大会召开时，全县基层工会发展到1 56个，会员19111人．县级

产业工会(局系统工会)亦相继建立．此时，工会组织条块结

合，纵横相接的网络基本形成．1984年全县进行机构改革，工

会组织相应调整．1987年3月县改市后，工会组织又一次扩

大，至1988年，全县基层工会发展到236个，会员23463人．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基层把社会主义建设作

为中心任务．除在劳动制度改革，民主改革、劳动保护．劳动保

险．劳动仲裁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外，还积极建设工人之家，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文化技术水平，发动与

组织职工持续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倡行“五讲四美弦，

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企业民主管

理，促进经济改革，工会工作空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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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永乐初年(1403年——1412年)

县城油盐，粮食．日用杂货、土布，剪刀，土纸等店铺开

设，职业工人产生，市场初具繁荣景象．

明万历十七年(1590年)
●

永丰．青树坪两地，形成墟场小集。

清乾隆=年(1737年)’

中里境内的燕子岩、陈家山，打石湾一带开始采炼硫磺．

清道光元年(1821年)

坳头山，蜜蜂脑，杨家山等地，相继开采硫磺，矿山工人

开始出现．

．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

有农民集股在羊古市大山牌，藕丝塘．花亭子，侧面虎．

豹子坑、峡山口等地辟窑挖煤，湘乡出现首批煤炭工人．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钟某等集股在潭市南桥区开设“道生福弦铸厂，建炉两

座，铸造炉锅、．犁头，犁铧，湘乡始有专业冶炼工人．

同年，山枣陈祥泰始制纸伞，其后湘乡纸伞业及伞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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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发展，“万贯亭雨伞力竟著声名．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涵溪丫头山(今双峰县境内)铅锌矿始采。

清同治二年(1863年)

商人周岳山等招工三百余人在谷水附近七星岭，柳树咀一

带开采铁矿，建土炉百余座炼铁． 、

清同治六年(1867年)

茶商朱子贵．刘校亭合伙经营红茶，远销俄，美，英等

国． 、

清光绪元年(1875年) 。
．

辜松光等置木质织布机lo架，在县城南正街开设织布机

坊．虞唐涌口罗敬庄在县城开设“罗日升印刷纸庄黟．

自是年后四年内，县城先后开设美吉、和祥．三和三家当

铺．
‘

清光绪=年(1876年)

是年始，五年内县城相继开设卒福，宏源．福利．正大，

城福等钱庄．

清光绪=十年(1894年)

县城仁和顺染坊创建，资本银洋1600元，I_人14个．

≯

清光绪=十八年(1902年)

坳头山的硫磺生产，打石湾的青矾提炼，原属个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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