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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砝多奄重

《睢宁县工会志》作为睢宁历史上第一部记述睢宁工人阶级成长与壮大、工会

组织诞生与发展和工会工作情况的专业志书，在省、市总工会和中共睢宁县委、县

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两个春秋的辛勤努

力，现在正式出版了。这是全县广大职工和全体工会工作者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

事。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睢宁县地处苏北，解放前交通不便，经济贫穷落后，无现

代工业。全境城镇只有一些手工作坊和店铺，工人队伍以手工业者和店员、教职员

工为主，力量较为弱小。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睢宁

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全县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

前列，为发展睢宁、振兴雎宁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县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

充分发挥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纽带作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认真履行四项社会职能，有力地推动了雎宁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然而，在

睢宁县典籍中，尚无一部系统记述睢宁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史书，

《睢宁县工会志》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睢宁史料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根

本方针。睢宁县广大职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充分了解本阶级的性质、地

位、历史使命和优良传统，以增强主人翁的意识、树立主人翁的形象。《睢宁县工会

志》详细记述了睢宁县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历程和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斗争和生



产建设中的卓越贡献；记载了从1943年睢宁县境内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

建的工会——张圩工会，到1994年5月全县乡镇工会建立50多年来，睢宁县工会

组织的发展状况和各级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组织、带领广大职工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斗争历程和光辉业绩，以及工会组织履行

维护、建设、参与、教育职能的历史和现状。本志书还为睢宁县著名工人运动人物

和革命烈士立传，比较全面的记录了睢宁县自解放以来工人队伍中的劳动模范、

先进生产(工作)者及优秀工会干部、工会积极分子的事迹和名录，为对广大职工

群众、工会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供了好

教材。

《睢宁县工会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语句简洁、流畅、精练，体现了睢宁地方

特色。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了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史实，融思想性、资料性和史实性为一体。本志书的出版，为

现在和将来研究睢宁县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对指导

今后的工会工作、促进工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也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睢宁县工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江苏省总工会工运史志编纂委员会、徐州

市总工会史志办公室、中共睢宁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县地方志办公室、县保密

局、县档案局、县统计局等单位的帮助和指导，得到睢宁县工会老领导、老同志的

关心和支持，各乡镇、系统、基层工会也提供了大量史料，特别是省总工会主席徐

锡澄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代表睢宁县总工会、

《睢宁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修志书是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的

疏漏和讹错在所难免，恭请各方面有识之士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一九九五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系统地记载睢宁县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发展壮大过

程以及工会工作状况，为工运事业建设服务。

二、本志对收集的有关资料，坚持去伪存真、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反映睢宁县工运事业的曲折历程，突出睢宁县工会在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三、本志时限上起1851年，下迄1993年底。其中“工会组织"篇延伸至1994

年5月，“大事记’’记至1994年底。

四、本志按志书体例要求，采取横排竖写，以事为纬，以时为经，侧重于从纵的

．方面反映历史的连续性。 ·

五、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传、录并用的综合体裁，编目设篇、章、节、

目、子目5个层次。篇章的划分按业务范围以类系事。“概述"综述历史，横陈现状，

勾勒发展，揭示规律。“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全书设“工业发

展和工人状况’’、“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工会二作’’和。人物"各一篇，并有序

言、凡例、附录、编后记。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和简化字均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有关

规定使用。全文以记为主，叙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

七、本志“工会组织"及“人物”篇收录范围按下列标准、原则、方法安排：

1．睢宁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境地区曾分属不同县境民主政府管

辖，且变动频繁，故将边境各县工会组织发展状况收录。

2．睢宁县工会组织成员收录至县工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县工会联合会、县总

工会历届委员、常委、正副主席(主任)，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主任，中共党支部、

党组成员。机构设置、人员变化收录到县总工会部门及所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I



产业(系统)工会、乡镇工会收录历届委员、正副主席和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各基层工会组织均收录至1994年5月现任主席及个别主持工作副主席。

3．人物篇设传略、简介、名录三个层次。已故工人运动先驱和革命烈士立传

略，睢宁县工会历届领导人和省以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立简历和事迹

简介，市以下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及单项表彰先进个人、中华全国总工会

及省、市、县三级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和当选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表彰的优秀工会干

部和积极分子均记名录。

八、本志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前注明相应年号。志文中年、月、日及所用数

字均使用阿拉伯字码。解放前、解放后以1948年11月13日睢宁县全境解放为界。

九、本志所用人民币数字，1955年3月1日之前为旧币值，之后为新币值。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解放前后报纸、年鉴、档案、《睢宁县志》、《中国共产党江

苏省睢宁县组织史资料》及部分当事人座谈回忆录，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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