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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翔实、全面地记述广州

铁路局工会从1949年至1992年共43年的发展历史。 t

二、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后的工会活动，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会工作史实，对建国前粤汉铁路工

人运动和工运人物传记均作简略。

三、上限始自1896年粤汉铁路议筑及其暴发的爱国保路斗争，

下限断至1992年底。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表述。根据工会各部门工作内容设置篇+

目，按章、节(目)排列、正文共10章40节(目)，分为概述、工运、志、

(大事记另有专辑)、人物、图表、附录。

五、记述范围，以下限管辖现状为界定，由于过去机构体制的变

动，对历史上曾管辖过而后又分出去的单位，在记述时均按历史原

貌反映。对于1958年成立长沙铁路局，同时成立中国铁路工会长沙

区委员会这段历史，在附录中另作简要记述。

六、本志除引文外，一律用第三人称，各种机构、会议，首次出现

时用全称，以后出现用简称，人名根据需要冠以职务，一般情况直书

其名，不加其他称谓。数字书写按国家有关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七、本志资料来源，除局内有关档案和报刊资料外，还有各分局。

工运史办提供的资料，以及兄弟局有关史志资料。均经过反复核实，

因此，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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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路局工会志》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本记载广州铁

路局工会发展、建设和工作过程的历史资料书，它的出版是广铁集

团工会的一件大事。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以文字的形式将广州铁路

工会建设和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成果载于我国工人运动史册，因为

它对于总结前人，启迪后者，进一步推动广铁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广铁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始于1921年冬毛泽东同志发动

岳州(岳阳)铁路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继而成立的岳州铁路工会。

此后，株萍铁路、粤汉铁路、广三铁路、广九铁路、潮汕铁路、新宁铁

路相继于1922年至1926年成立工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相继建

立了衡阳铁路局工会、广州铁路局工会和现在的广州铁路(集团)公

司工会，屈指一算，广铁．T-会的历史已有77．年了!整整占了本世纪

的四分之三o『77年在历史的发展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人类文

明发展史来说，却是一段不短的历史。特别是在这77年，中国经历

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广铁工会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组织置身于其间，
有多少大事要记，有多少经验可以总结。本书正是在这方面做了很

大的努力。广铁工会的发展史与我国的革命史紧密相连。从广铁第

一个工会成立起，它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广大铁

路职工先后投入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解放后，又组织和发动职工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以说，从

1921年后，我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广铁工会的出

色的参与。青山不老，历史可以作证。本书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挑

选出来的广铁工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活动情况完全可以证明这一

点。

读完这本志书，掩卷而思，感慨万千。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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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无可置疑的领导者。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我们党为广铁工会的建

设和发展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从1 921年毛泽东、李立三到安源、株

萍考察路矿工运，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施洋、邓培、杨殷帮助建

立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到1925年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直至解放

后成立的衡阳铁路局工会、广州铁路局工会和现在的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工会，以及各时期工会所开展的工作，无一没有党的关怀和

重视，无一没有党的领导和参与，完全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

有广铁工会的今天。第二，广大工会工作者对广铁工会的建设和发

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在党的领导下，在革

命战争年代，广大工会工作者为了争得工人阶级的解放，为了维护

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惜流血和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最著名的

有担任过工会领导人的林育南、郭亮、邓培、朱少连、杨殷、周炳杰，

虽然他们都牺牲在反动政府的屠刀下，但他们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

人运动，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有着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铁路的建设和发展，站段、总公司

(分局)、集团公司(路局)三级工会的工作者，发动广大职工大力开

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技术革新，实行民主管理，建设企业文

明，参与企业改革，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业绩。广大工会工作者的

努力，使广铁工会这个名字熠熠生辉，使广铁工会在全国工运史册

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第三，搞好两个维护是工会工作的核心。职

工为什么要参加工会，工会为什么具有号召力，一个根本的原因就

是工会维护职工的利益。革命战争年代，工会维护的是职工的生存

权利和政治权利，因此，铁路职工能够在工会的号召和组织下，举行

罢工，支持北伐，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工会维护的是职工的长远利益和具体权益，因此，职工就能积

极响应工会的号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企业的

两个文明。讲维护是工会生命的支柱，是工会凝聚力、号召力的泉

源。第四，广大工会工作者在长期的奋斗中摸索和创造的工会工作

的方式方法和经验，是广铁工会的宝贵财富。这些工作方式方法和

经验，是广铁工会几代人智慧的结晶和奋斗的成果，是广铁工会建

设和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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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再次明确工人阶级

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重申必须全心全意

依靠工人阶级，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

事业民主管理制度，要求工会等群众团体要在管国家和社会事务中

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成为党的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

纽带，这既体现了党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和工会工作的高

度重视，又赋予了工人阶级的工会以重任，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工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如何建设

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各级工会都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

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南，抓住当前不可多得的机遇，紧密联系广铁

集团的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开创广铁工会工作的新局

面。

我们要感谢党，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才使广铁工会有了

辉煌的今天；我们要感谢为广铁工会建设发展而牺牲的烈士，要用

更出色的工作成果来祭奠他们的英灵；我们要感谢所有广铁工会的

工作者、积极分子，是他们的创造和奉献塑造了广铁工会的美好形

象；我们要感谢所有支持过广铁工会工作的领导和职工群众，我们

决不辜负他们的希望，把工会工作做得更好。 ，

’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编辑这本书的同志，他们用自己的辛勤的

劳动为广铁工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

姚明信

1 99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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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工会广州铁路局委员会位于祖国南大门，珠江三角洲7

北缘，西北东三江交汇处，广东省会所在地——广州市。所辖范围跨

越湖南、广东、海南三省境内铁路，分别与郑州、上海、柳州三个铁路

局相邻。截止1992年，全局共有会员175092人，占全局职工总数的

99．2％，全局工会组织共有1 1235个工会小组，2186个车间工会，

304个基层工会，200个各种工作委员会。全局共有专职工会干部

760人，工会积极分子30439人，占会员总数53．3％。1992年，全局

在290个基层工会中，有127个建成“合格职工之家"，124个达到

“先进职工之家"，30个被评为“模范职工之家"。1992年集体企业、

合资企业、旅客列车工会组建工作有所发展。全局建立合资企业基

层工会2个、车间工会7个，工会小组419个，入会率50％；建立集．

体企业车间工会79个，工会小组419个，入会率86．3％；旅客列车

工会组建率达98％以上。1950年至1992年42年间，广州局工会四．

易其名，1950年1月成立中国铁路工会衡阳区委员会，1 953年随着

机构变化改称中国铁路工会广州区委员会(简称广州区工会)，1978

年11月改为广州铁路总工会，1 987年2月又改为中国铁路工会广

州铁路局委员会(简称广州局工会)。
p

，‘

(一)

回溯历史，自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初议兴建粤汉铁

路算起到株萍、广三、广九、潮汕、新宁、湘桂、湘黔铁路建成投产，逐

步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铁路工人队伍。这支队伍由于受帝国主义统

治剥削，军阀、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为求自身的权益和

‘解放，英勇地进行长期的反抗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 921

年至1923年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多次来到粤汉、株萍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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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大罢工，就

是在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昌段发动和组织的。1 922年9月粤汉铁路

长武段再次罢工，株萍铁路工人参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 922年

11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在长沙新河正式成立粤汉铁路总工

会，这是全国铁路工会最早的统一组织，标志着粤汉铁路罢工的胜

利，进一步推动全路、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 923年2月7日京汉

铁路发生闻名全国的“二七’’大罢工，粤汉路鄂段、湘段、株萍路先后

举行同情罢工，鼓舞了铁路工人斗志。1 925年8月至1926年6月，

广东粤汉、广三、广九路总工会先后正式成立，他们在领导铁路工人

进行反帝、反军阀、反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5年粤汉诸路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北伐

战斗，奋不顾身地及时抢修电话线，保证通讯联络，及时抢修铁路、

桥梁、保证军运和铁甲车畅通，充分表现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的实

力。抗日战争时期，铁路工人，不顾生命安危，完成繁重的军事运输

任务，为抗日战斗作出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铁路工人积极开展

护路保车斗争，日夜抢修铁路，完成支前运输任务，有力地配合人民

解放军南下的进军。1949年10月8衡阳解放，10月14日广州解

放。至此，衡阳铁路管理局管辖的粤汉和广九、广三铁路以及各支

线，经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长达51年之久的统治，终于回

到人民怀抱。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广州铁路(含衡阳铁路)工人运

动和工会工作的新篇章。从1 949年10月至1 992年底43年间，广

州铁路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挫折，主要经历

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恢复和初创时期(1949年8月至1957年)，工会是在筹建与发

展中前进。1 949年8月伴随着衡阳铁路管理局的成立，衡阳区工会

开始筹建，1952年7月召开衡阳区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

成立中国铁路工会衡阳区委员会。1949年8月，衡阳区工会筹委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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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抢修线路、桥梁．、迅速恢复生产，并组织工会工作

队，前往粤汉线各抢修工地，配合行政合理组织劳动，开展记功、评

功竞赛，保证完成抢修任务。1950年4月，衡阳区工会号召开展“红

五月”劳动竞赛，发动组织职工、家属参加义务劳动。各单位相继建

立生产立功竞赛委员会，掀起站与站之间，工厂组与组之间挑应战

竞赛热潮，在机务部门开展模范机车队生产竞赛，全局运输生产提

前21天完成。对职工最关心的工资问题，采取民主评定的办法，定

职、定薪，初步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在

党委统一部署下，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控诉

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罪行，激发职工爱国主义热情，组织首批

志愿援朝大队出发，有一万多人报名参加援朝预备队，并以实际行

动支援抗美前线。至1953年，第30批援朝职工出发，全局援朝职工

达3234人，有806人立功受奖，有33名烈士在抗美援朝“钢铁运输

线”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 951年2月衡阳区工会发出号召，向沈

阳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应战，全局118个生产小组订立向马恒昌

小组应战保证条件，涌现出39个先进生产小组。1952年5月，发动

职工开展以满载、超轴、五百公里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节约劳动竞赛，

掀起以提高运输效率为目标的各部门的大协作，是铁路上第一次最

广泛的大规模增产节约运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运输生产恢复

和发展的基础上，全局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有了相应的改

善。1951年8月，实施劳动保险条例，各级工会组织职工按照“本人

自报、群众评议、劳保委员会审批“的程序完成劳动保险卡片登记。

1952年兴建疗养院(所)、贯彻铁道部颁发《女工保护条例》、《妇幼

卫生工作暂行办法》，使女职工在怀孕、生育、哺乳、保育幼儿等特殊

困难得到照顾和解决。配合行政进行工资改革，全局职工工资水平

提高1 9．6％。利用国家拨给企业超额完成生产运输任务所得的企

业奖金，动工兴建广州铁路文化宫。建立以局、分局、地区图书馆

(室)为中心，向基层单位和沿线车站、工区开展巡回流动图书工作。

建立电影队，为地区和沿线职工放映电影。举办卫生、体育展览，开

展各种球赛和广播体操。这同解放前职工所过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比

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另lj。工会组织建设到1952年，衡阳区工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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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会353个，工会会员54489人，占职工人数92．5％。

1 953年1月，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撤销衡阳铁路管理局，成

立广州铁路管理局的同时，撤销衡阳区工会，成立广州区工会。1953

年12月，召开广州区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国铁路

工会广州区委员会(简称广州区工会)，下属广州、衡阳、株洲、南昌

4个分区工会。

一一五”计划期间，在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中，工会配合

行政发动职工学习中长铁路经验，签订集体合同，推行先进工作方

法52种，组织开出由广州到满洲里的第一趟长途货物直达列车，全

程4676公里，开创中国铁路史上直达货物列车距离最长的新纪录，

使全局以“满、超、五"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迅速掀起高

潮，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不断涌现。全局提前_年于1956年底

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指标。在职工劳动保护方面，1 953年

4月，贯彻安全生产方针，组织安全卫生大检查，在健全管理机构

中，局设立劳动保护专门机构，区工会设立劳动保护部，基层工会设

立劳动保护委员，培养工会积极分子，宣传党的劳动保护政策与法

令，国家关心职工生产安全与健康，改善职工劳动条件。1 954年各

级工会遵照全国铁路总工会颁布的《基层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委员会

组织条例》、《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工作条例》规定，发动职工制订安

全生产措施，举办安全生产和操作规程学习班，召开全局劳动保护

工作会议，交流安全生产经验。当年安全生产取得较好效果，全局职

工伤亡率较上年下降58．5％，涌现出一批安全生产的单位和班组。

1 956年各级工会组织协助行政检查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因素，及时

改进，限制加班加点，全局108个车站由三班制改为三班半制。在女

工保护方面，1 954年，广州铁路管理局行政和工会通过签订集体合

同，具体规定女工在怀孕、哺乳期间不值夜班，适当减轻工作。1956

年各级工会女工干部和女工积极分子学习国家卫生部和全国妇联

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配合行政建立各单位女工“四期"

．(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制度。职工文化体育设施．，随着运输

生产发展，逐步得到改善，各基层工会发动职工自己动手，因陋就

简，因地制宜，开辟不少职工自娱自乐和体育活动场地。中国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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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协会局、分局和基层的理事会建立后，职工体育活动日趋活跃，

开展各种体育锻炼。．“一五"期间，工会组织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到

1957年，广州区工会有基层工会376个，工会会员54401人，占职

工总数88．3％。在群众生产、劳动工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生活

福利、文化教育、体育运动、女工家属、工会财务等方面，都积累了许

多工作经验。通过各种活动和各种事业，工会同广大职工群众建立

了密切的联系，成为教育群众，建设铁路的重要方面军。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 958年至1965年)，工会在曲折中发

展。1958年，全国铁路实行“一省一局，工管合一”的体制，广州铁路

管理局更名为广州铁路局，撤销各分局；设立广州、衡阳、株洲三个

办事处，广州区工会相应地撤销分区工会，在广州、衡阳、株洲建立

三个地区工作委员会，在韶关、郴州、岳阳、萍乡四个地区建立地区

联席会，负责贯彻区工会的指示、计划，帮助基层工作，组织联劳协

作。在生产运输上，区工会组织职工掀起比先进；比干劲、比指标、比

安全的生产高潮，开展一个生产大跃进的竞赛运动，向北京局应战。

1959年各级工会配合行政发动职工开展以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为

中心、以增产节约提高劳动效率为目标的全面跃进红旗竞赛，在职

工群众中，搞打擂比武，放高产卫星，推动“大跃进"，虽然历史已证

明“大跃进"的努力是不成的，但是在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中，职

工根据自己在劳动中的实践经验修建的高站台、低货位、土驼峰、自

制机械化装卸工具，对提高运输能力仍然是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不

仅提高了生产、工作效率，而且减轻了i人的体力劳动。1958至

1959年整风运动中，批判了全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所谓右倾机会

主义之后，在工会工作中产生了许多副作用，束缚了手脚，制造了思

想混乱，对各级工会造成极大影响。在“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运

动中，提出的“工会消亡论”，削弱了工会的组织作用，在这期间。；大

量精简机构和人员，区工会机关由10部一室减为5部一室，文教事

业定员压缩32．3％，疗养事业人员压缩35．2％，体协压缩30．8％，

体协划归行政领导，放松了对劳动保险工作的检查和指导。

1959年至1963年因受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职

工生活出现了困难，区工会工作重点转向组织发动职工贯彻中共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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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生产自救，节约渡荒’’上，在职工中开展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

俭持家教育，自力更生，愤发图强教育，“三史”教育，号召职工“低标

准，瓜菜代”，克服暂时困难。各级工会发动组织职工、家属养猪、种

菜，发展农付业生产，使沿线大部分单位达到蔬菜自给，部分单位达

到鱼肉自给。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协助行政加强食堂、行车公寓工

作，发动炊事人员开动脑筋想办法，粗粮细作，以素代晕；做到饭菜

品种全、花样多。
’

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会工作重新走向正常发展轨道。

1961年至1 965年，各级工会把职工引导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对职工进行“以工业为基础，农

业为主导’’的教育，动员组织职工开展安全，正点、优质、“四爱”立功

运动，“五好’’竞赛评比活动。工会组织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生

活福利工作、女工家属工作、财务工作等等也都全面进入正常发展

阶段。工会自身在生产、生活、教育中发挥出来的作用，有力地驳斥

了“工会消亡论"。

在“大跃进”和调整时期，各级工会工作虽然也受到了突出政

治、突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但总的讲仍处在曲折中发展。

十年动乱和拨乱反正时期(1966年至1968年)工会工作完全

瘫痪；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斗争风浪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抛出“工会黑线统治”论，挥舞“全民

工会”、“生产工会”、“福利工会”的大棒，煽动“砸烂旧工会”，全盘否

认十七年工会工作的成绩，使铁路工会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也使

广州区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完全瘫痪。1 973年整建工会组织，召开

全区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区工会领导成员，。恢复工会活动。

1974年又遭到‘泅人帮"的摧残和破坏，他们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煽
动停工停产，造成广州铁路某些区段运输生产一度堵塞。对于林彪，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无比愤慨，他们坚持革

命原则，维护党的领导7，同林彪“四人帮”和资产阶级帮派势力进行

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阴谋。1 975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

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运动，狠批资产阶级派

性，整顿领导班子，整顿铁路治安秩序，迅速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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