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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一九八一

年编写了《灌县总工会志》。根据上级工会和县志办的要求，我们从

今年七月着手，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工作，《灌县工会志》续本编

写完毕，并出版与广大工会工作者见面。

《灌县工会志》主要收编1912年灌县工会组织成立后，至1988

年5月撤县建市灌县地区工会组织沿革与演变，工人运动与工会工

作情况。重点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灌县工会在灌县县委

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

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为广大职工说话办事，为

灌县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成绩。

《灌县工会志》共三篇十三章，我们以工会历史发展立章，以

工会职能立节， “分期划块、纵横结合”，力求言简意明，图文

表结合。我们在续志过程中，承蒙有关单位和个人为我们提供了很

多宝贵资料；主笔王成安同志广采精选、反复修改、不辞辛苦、勤

奋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均感谢。

我们相信：《灌县工会志》续版，将会有力地推动灌县地区的

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为灌县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吴生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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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一二年“灌县工会”成立到一九八七年，经历了中华民

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社会，两个不同性质的工

会。灌县工人在民国时期为了谋生存，求解放，曾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同国民党军警、资本家进行过许多斗争；又在建国后为完成民

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发扬了革命光荣

传统，立下了功绩。

民国时期《灌县志》仅简略地记述了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一年

“工会”成立及变化日期，尚无可供稽考的史志。为了填补遗缺，保

存历史，真实地记录新旧工会不同的性质与作用，以及新旧社会工人

不同的生活状况和工人同国民党政府、军警、资本家斗争的史实，

建设新中国的业绩，恰当地记录其经验教训，以资历史研究、工人运

动参考、后世借鉴。编写本志是时代要求，历史赋予的重任。在编

写过程中始终以马歹lJ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忠于史实、秉

笔直书和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结合的原则，搜集整理有关历

史档案资料，采访口碑材料，并进行多方核对，去伪存真。由于我

们对编志工作陌生，没有前志可鉴，加之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望

读者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说 明

1．《灌县总工会志》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完成定稿，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全志共

分三篇十章二十八节，约五万字，上限起自一九一二年∥下限截止一九八一年。一九’八

九年，遵照都江堰市志办指示，为了适应省志编写要求，‘把该志的下限续写到一九八七

年底。我们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开始续编工作，于十一月艽日完成全涮续写任务。在续写

过程中，除增添六年新内容外，对原有章节和内容也进行了增删、调整和考究。续写结

果，全志共分三篇十三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九个题目，约八万字，上限起自一九一二

年，下限截止一九八七年，并更名为《灌县工会志》。记述方法与原志一样，第一篇为

概述’第二篇分为三章，记述民国时期的工会、工人状况及工人斗争’第三篇分为十

章，记述建国后的工人运动：包括工会、工人状况、生产、‘生活：教育-’’以及各种政

治、业务活动。其不同之点是，把工会经费、．女工、外事单独立章，下限延长了六

年。 ．

2． 《灌县工会志》与《灌县总工会志》’凡内‘容有出入者，一律以《灌县工会志》
●‘

为准。
’

3．《灌县工会志》涉及全县职工总数的，有五个不同口径的统计： (1)民国时

期的职工统计，包括了薹犬和参加劳动的老板I (2)我们在编志时，又剔除了非工人

成份，按照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主要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计算的，(8)建国

后全县职工总数，包括县属和成都市属以上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数， (4)县属

厂矿企事业单位职工数， (5)基层工会职工数(又分县属和成都市属以上基层工会职

工数)。请阅读和利用时注意统计口径。

4．经济计算标准。民国时期，一律以当时流通的货币和实物计算，如铜币、银

币、法币、大米等。建国后，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五年二月底止，按旧人民币计算，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币制改革后，按新人民币计算，折算标准，新币一元合旧币一万

元。

5．大米计量。民国时期均按石、斗、升、合计算，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

等于十合，其中又有吉斗和市斗之分，每古斗为四十市斤，每市斗为十六市斤。建国后一

律按市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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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灌县总工会志》编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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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中华民国时期蚓灌县工会，从一九一二年成立到一九二七年间，屡建屡停，。‘徒有其

名。。一九二八年改组后，即被申：j营国民党(以下简称营民党芦右派和地方恶霸势力所把

持。并以’一保障劳王叔益、增进劳工知能、改善劳工生活"为名；r对工入施行管制、‘压

迫和剥削，藉以维护国民党统治和剥削阶级的利益。 ，0 i!”j。。 一。 o懿

一、i。-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统计，灌县有工人五千左右，在国-民党政蔚、军警0地方

恶霸0资本家、工头、监工的层层盘剥和压迫卞≯终年劳累，难得温饱。许多工人冬无棉

衣，夏无蚊帐，睡无床铺，脚下无鞋乒被虐待致苑，授酒自杀者、被搜进监牢者童。魇有

所闻，老、弱、病、残惨遭解雇，生活无着，流落街头，死于路旁，更是怵目。为了生

存，工人们只有起来斗争。据史料记载和采访口碑材料，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

年，灌县地区先后发生了多次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事件，其中有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也有自发的经济斗争。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

灌县教员在共产党(地下)领导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城关工人反对改组“灌县

工会”的斗争胜利后，激发了工人的革命热情，相继成立了“红色泥工工会"、商民协

会，其活动达一年半之久。城乡教员还先后开展了抗13斗争和反独裁、反饥饿等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向峨地区共产党支部(地下)领导工人和农民成立武装组织一“猎
枪会"，领导成都燃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燃公司)工人罢工，组织读书会、工

人夜校和矿山纠察队等活动。一了L四九年，都江电厂共产党组织(地下)创办了《正

声》刊物，成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革命理论和解放战争的形势等。上述革命活

动，在灌县工人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向了争取解放的革命斗

争，使灌县工人运动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t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人阶级

自己的工会，到一九八七年底，有基层工会234个，会员42437人，其中县属厂矿企事业

单位基层工会202个，会员19636人。

三十八年来，灌县工会带领全县职工在巩固人民政权，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中，以主人翁的恣态投入“四大运动"、“抗美援朝"，以及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活动；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组织工人开展劳动

竞赛、革新技术，使生产逐步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为国家创造

了大量财富。全县工业总产值，一九五零年为761万元(全为县属工业)， 一九八七年

达N44919万元，其中：县属工业27973万元，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三十五点七六倍。

随着生产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生活亦不断改善。一九八七年底，全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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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3256088人，其中县属厂矿企事业单位职_T_,332q4人。其人平工资比一九五一年增加八

倍以上，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劳保福利增多，普遍实行了公费医疗，老弱病残生活得

到保障，有3344人享受离休、退休待遇，文化娱乐生活不断丰富，图书室、俱乐部遍布

基层，城关还有初具规模阿工人文化宫一座’政治民主权利得到保障，通过职工代表会

等形式，保障职工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大批优秀工人成为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人

员，有的输送到政府机关工作。

一九七九年，开始外事工作，到一九八七年底，先后共接待21个国家的44批工会友

好代表团，彼此增进了友谊。

建国后的工人运动，因受“左矽的影响，先后两次批判“工团主义”、“经济主

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会全面停止活动，造成工会几起几落。粉碎“四人帮"以

后，逐步排除了“左夥的影响。

当前，全县职工正沿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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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国时期的工会和工人斗争

第一章 工会组织及其活动

第一节工会组织沿革

灌县工会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四年(1915)承省令归并于商会，十年(1921)

恢复，无固定会址，民国十七年(1928)，又奉令恢复，在三圣宫成立。

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十一日改组，更名灌县工会联合会，设正副主席。有办公

室、审讯室、禁闭室各一间、干事二人、便衣武装二名。会址在城内上东街三圣宫内

(现粮食局城关门市部)。民国二十九年(1940)一月八日，按《修正市县总工会组织

准则》规定改组，又更名为灌县总工会，设理事长和理监事。

主管官署属灌县县政府。

工会内设组织、训练、宣传、经济、总务等科和秘书。下属“行业工会哆四十九

所，有会员七千零八十九人(包括工人和参加劳动的老板)。

另外，民国三十三年(1944)七月四日成立的四川省都江堰堰工产业工会，由新

繁、双流、郫县、广汉、崇庆、华阳、彭县、崇宁、温江、新都、新津、成都、金堂、

灌县十四个县的堰工组成。官蔚章(兴文)任理事长，有常务理事四人、理事十六人、

候补理事九人、常务监事三人、监事四人，候补监事三人，不属灌县总工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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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灌县总工会下属行业工会一览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统计

会 员 ‘数 常事
工 。会、。～名、。 称’- 理事长、。务 ‘、会一、。 址

总数 男 女 理数

灌县碾磨业工会 900’ 855 45 曾承一 3人 灌县瑞莲街

牛羊经纪屠宰奶乳业工会 152 152 周树荣 2人 灌县南门口

灌县木、工园具业工会 150 150 赵成武 2人 灌县猪市街

纺织羊毛家属手工业工会 80 30 50 周龙骧 4人 灌县城内三圣宫

灌县养鸡业工会 75 60 15 赵逸民 2人 灌县太平场

灌县蔬菜业工会 t80 170 10 程级三 2人 灌县天乙街

灌县鸡鸭肉卤汁业工会． 。95 82 13 唐治明 2人 灌县锁龙橇天乙街

灌县毛纺织业工会 80 41 39 周郁文r 2人 灌县太平街

灌县橡轮包车业工会 220 220 ‘夏洪兴 2人+ ．东门外猪市街，

灌县民船员工会 200 200 周应祥 ．2人 。灌县南门口⋯

灌县筏工业工会 。
’

720 720 董群林 2入 灌县太平街_■

灌县医卜星象业工会 38 31 7 陈子扬 2人． 灌县冒术馑

灌县纸扎装塑业工会 60 55 5 廖树堂 2人 灌县南街口_

灌县篾包业工会 60 60 蒋会延 ’2人 、灌县公园j门口鼍

灌县制刷业工会 40 40 i王税斋． 2人 灌县顺城街

灌县麻布业工会 200 2：00 赵烈光。。 2人 灌县太平街．

灌县咀片业工会 60 60 纪大勋 2人 灌县中东街：

灌县印刷纸烛业工会 60 60 汤云程 2人 灌县下东街。‘j

灌县缝纫服装业工会 140 140 吴相芹 2人 灌县县府街

灌县石印店员工会 3l 31 鲁靖翔 2人 灌县新东门

灌县度量衡业工会 100 1 00 姚春和 2人 灌县顺城街

灌县运输业职业工会 60 60 董文蔚 2人 灌县石厂湾

灌县抬运业职业工会 80 80 尹金山 2人 灌县公园路

灌县纪录业职业工会 80 80 周龙章 2人 灌县县府街

灌县木器业职业工会 60 60 口子成 2人 灌县东门口

灌县竹器业职业工会 120 120 卢玉书 2人 灌县顺城街

灌县棚彩业职业工会 40 40 贺连春 2人 灌县瑞莲街

灌县石工业职业工会 200 200 龙丧发 2人 灌县北门外

灌县解工业职业工会 120 120 仰树山 2人 灌县东门外

灌县雕工业职业工会 60 60 王瑞钦 2人 灌县顺城街



续表

会 员 数 常事
’工 会 名。 称 理事长 务 会 址

总数 男 女 理数

灌县木工业职业工会 260 260 张晓实 2人 灌县朱紫街

灌县泥工业职业工会 420 420 罗青云 2人 灌县公园口

灌县理发业职业工会 120 120 凰绍乡 2人 灌县南门口

灌县修理自行车业职业工会 40 40 林礼全 2人 灌县顺城街

埔!县屠宰业职业工会 80 80 周尧臣 2入 灌县朱紫街

灌县火炮业职业工会 60 60 、王栋轩 2人 灌县西街

灌县晏蒸业职业工会 78 78 陈旭初
-，

灌县瑞蓬街’2人

灌县京果业职业工会 60 60 杨青云 2人 灌县公园口

灌县茗工业职业工会 2q8 2 7，8 戴子云 2人 灌县上东街

灌县靴业职业工会 78 78 黄全义 2人 灌县大观街

灌县面饭业职业工会 400 400 彭子成 2人 灌县申东街

，灌县琢玉业职业工会 80 80 周顺兴 2人 灌县西街

灌县香工业职业工会 58 58 蔡洪发 2人 灌县西街

灌县丝烟业职业工会 100 100 刘德泰 。龛人 灌县上东街

灌县金银业职业工会 78 78 t 韩耀光 2人 灌县下东街

灌县染织业职业工会 200 200 詹石含 2人 灌县梨园巷

灌县棉织业职业工会 78 71 7 张德孚 2人 灌县陕西巷

灌县铁业职业工会 80 80 丁炳华 2人 灌县西街

灌县负运业职业工会‘ 80 80 刘金山 2人 灌县东门口

第二节宗旨及活动

一、工会宗旨

国民政府《工会法》规定“工会以保障劳工权益，增进劳工知能，发展生产事业，

改善劳工生活为宗旨”。

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十日，灌县总工会发起时称：“本会以增进生产及工人知

识技能，办理互助事业，改善生活，并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十四Et，灌县各业工会组织指导员李深源向县长报称：

“值此赤祸(指共产党)横流，若领导乏人，灌县数千劳工即易受其煽惑，深源自受任

(民国十七年)以来，寝馈难忘，改组工会，训练劳工，整理百端，不遗余力。”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国家总动员法》又规定对劳工“薪俸工资加以限制"。

民国三十二年(1943)， 《非常时期厂矿工人受雇，解雇限制办法))规定，工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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