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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城

由局工会编辑出版的《郑州铁路局工会志》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

努力终于面世了。这在我局工人运动史和工会工作史上是一件十分

有意义而值得庆贺的事。 、，

编史修志，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功在当代，

惠及子孙的善举，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随着年代的久远，历史资料的散失会

越来越严重，抓紧对历史资料的抢救、发掘和整理，使其为现实服务，

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郑州铁路局工会志》以丰富的史

料记述了郑州铁路工会七十余年来的发展变化，真实地反映了郑州

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它是我

局工会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反映我局工会状况的史料性书

籍。它的出版，对广大工会干部、各部门的政工干部，研究和掌握工会

组织状况，研究和推进我局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党的

根本指导思想。我党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依靠工人

阶级的问题都有过诸多的论述。党的十五大报告又一次重申了全心

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这使我们工会工作者倍受鼓舞。《郑州铁

路局工会志》所阐述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

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也可以看出我局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是

工人群众的组织者：教育者和忠实代表，发挥着“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所以，这

本志书的出版是对广大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其意义和作用是重要而深远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工会是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组织，工会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郑州铁路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同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捍卫

铁路工人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我局各级工会在组织和教育职工，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促进安全运输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

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我局工会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无论在自身

建设和工作开展中，都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

训。我热切希望，通过《郑州铁路局工会志》的出版，能促进企业各个

方面，关心支持并共同寻找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和工会建设的有效途

径，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和

工会组织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胜利完成十五大确立的各项

任务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
，



凡 例

一、本志名称：《郑州铁路局工会志》，简称《郑铁局工会

志》。
’

·。‘’
，

* 二、《郑州铁路局工会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

世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时限以1 91 9年郑州铁路工

人队伍形成至1996年底。地域范围以我局历史上各个时期所

辖范围为准。

四、全志共分为概述、专志、大事记、人物四大类，以专志

为主体。专志共分为建国前的工人运动、组织机构、群众生产、

民主管理、宣传教育、保障工作、女职工和职工家属工作、财务

工作、职工体育9篇。
。

五、本志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南省档案馆、郑州

铁路局档案馆的有关文书档案资料，并查阅了大量不同历史

时期的报纸、文件。因出处繁多，故不再一一注明。

1 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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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郑州铁路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当时的

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和粤汉铁路，是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北京、武汉和长沙分部的组织领导下，1921年秋天和1922年春天，相继

成立了郑州、江岸和徐家棚铁路工人俱乐部。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动下，各

，。路工会组织相继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壮大，工会组

织在联合中统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尽管

这次铁路工人运动的盛会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种种阻挠破坏，但是，组织起来

’的京汉铁路工人，仍然团结斗争，宣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后，京汉铁路工

人在总工会领导下，为了争人权、争自由，于1923年2月4日举行了震撼旧中国

的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在罢工斗争中，铁路工人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

纪律性，显示了“特别能战斗"的精神。2月7日，在吴佩孚下令对京汉铁路工人

实行血腥镇压中，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岸分工会会长林祥谦和郑州分工会会长

。高斌等都表现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为工人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

章。在共产党领导下，郑州铁路工人和全国人民一起，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前赴

后继，团结战斗，同三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终于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

的伟大历史任务，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开始回到人民手

中。党和人民接管了这两条铁路后，于1949年2月7日，成立了郑州陇平铁路职

’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委派干部到郑州、洛阳、开封、商邱、许昌、漯河、信阳等铁路

地区，积极筹建各级工会组织。在筹建中，贯彻执行了中国工会六次劳动代表大

会的精神，按照六次劳大通过的工会章程，克服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形式主义的简

单化做法，积极主动地大力发展了工会会员。1950年1月27日，陇平铁路职工

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局党委领导下，召开了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大会贯彻上级工

会的指示，按照产业组合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民主选举了中国铁路工会

郑州区委员会。区工会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上级铁路工会的指示和决

议，把广大铁路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以生产为中心，组织发动开展铁路工人运

＼ff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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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动，保证完成运输生产和基本建设任务。铁路工会是铁路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

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并围绕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去做好生产、生活和教育三

位一体的工作。郑州铁路的工会运动，在贯彻执行这一工作方针中，经历了艰苦

曲折和发展壮大的道路。

’从1948年至1952年，在迎接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国民经

济的时期，郑州铁路的工会运动，从无到有，发展壮大。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

转到城市，和革命性质由新民主义革命转为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

面来，铁路工人队伍也由被统治地位转变为国家的主人。郑州区工会为了适应革

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要求，根据六次劳大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以运输生产为中心，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开到哪里”的

口号，组织发动铁路职工开展抢修铁路，增加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劳动立功竞

赛。从而畅通了京汉、陇海铁路干线，涌现了大批劳动模范和工会积极分子。工

会会员迅速发展到16978人，两个工会办事处、12个分工会、53个支会和61个

工人代表会，27个民主管理委员会也迅速建立健全起来。此后，郑州铁路的工会

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又发动组织铁路职工踊跃投入了抗美援朝斗争，积极参加

了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那些从农村工作转向城市从

事工会工作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初步学会了依靠工人阶级参加生产和管

理生产，在斗争中涌现的大批工会积极分子成长起来，走上了工会工作的岗位；

广大铁路工人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满载、超

轴、五百公里’’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从1953年到1957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

划建设时期，郑州区工会贯彻执行了中国工会七大关于在国家建设时期工会工

作的基本方针，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生产、生

活、教育三项工作一起抓，开展生产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誉为工会工作

的“黄金时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1953年国民经济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广大铁路职工经过党的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教育，为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鼓舞，劳动热情

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及时组织引导职工群众积极学习苏联，学习

中长路先进经验，学习与掌握新技术，进一步开展了∥“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

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随着职工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学习推广先进经

验，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成为1955年以后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工会

组织为了发动组织职工参加这些活动，都成立了技术革新组织和合理化建议委
·9’



概 述 。

员会，支持职工的首创精神。有些工会组织根据生产财务计划和技术组织措施的

要求，还定期向职工提出生产薄弱环节和生产关键问题，发动职工出主意、想办

法，开展合理化建议和创造生产定额新纪录活动，把职工热情引导到完成生产计

划方面来。据不完全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局广大职工共提合理化建议

41988件，涌现先进生产者2111人，先进集体733个。由于党的领导和广大职工

的努力，郑州铁路局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运输生产指标，职工群众

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

从1958年到1966年4月，在集中力量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郑州

铁路的工会运动，贯彻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和“整顿、调整、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组织发动职工开展了以技术革

新、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全面跃进红旗竞赛、安全正点(优质)四爱运动及五好

职工运动等生产运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完成运输生产任务

做出了很大成绩，为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这一时期

郑州铁路的工会工作，由于受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

的错误影响，也曾经出现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代替“三位一体”的工会工作方

针，出现过“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错误倾向。1960年在大办城市

人民公社中，随着“多设公社’’、“少设工会’’的口号出现，郑州铁路的工会运动，也

一度受到了“工会消亡”的干扰，给工会干部队伍带来了思想混乱。1963年以后，

虽然在局党委领导下，采取措施改进工会工作，举办工会干部训练班，消除“左"

的思想影响，但是，随着“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种愿望并没有取

得真正的效果。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州铁路的工会运

动，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破坏，“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

的爪牙诬陷郑州区工会组织是所谓“三会一团”(“生产工会99 66福利工会”、“全民

工会"、“工团主义”)、“受黑线统治”，剥夺了工会组织的一切权利，使工会运动遭

到空前的破坏和灾难。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动乱。郑州区工人运动和工

会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7年11月，召开了郑州区工会第七次代表大

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发生了历史的转折，也开始了工会

工作的春天。郑州区工会系统深入开展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运动，清

除其在工运领域的影响，夺回了被帮派体系窃取的权力。此后，郑州局工会组织

开始恢复和整顿，工会组织的工作重心逐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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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郑州、武汉、西安三局合并之后，郑州局工人运动进入了

全面建设与改革发展阶段。全局各及工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和十三大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密围绕安

全运输生产中心，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活动，使全局工会工作进入了健康发展的

轨道，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各级工会组织对广大职工深入进行了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四职’’教育和勤俭建国、艰苦奋

斗教育，使广大职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与任务，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各级工会积极组织和动员广大职工迎战困

难，治理十年浩劫给铁路造成的混乱，恢复了正常的运输生产秩序，全局的社会

主义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活动蓬勃开展，安全运输生产连创佳绩，职

工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进入八十年代后，全局的民主管理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通过贯彻

“三个条例’’，使民主管理有了突破。全局建立了大三级(局、分局、站段)和小三级

(站段、车间、班组)的民主管理体系，局、分局和应建职代会单位的建制率达到

100％，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不断提高。 ．t

1988年5月，郑州局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后，全局各级工会

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以运输生产经营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以激发全局

职工主人翁精神为主线，强化民主管理，突出代表维护职能，加强基层建设，独立

自主地开展工作，在全局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级工会认真履行四

项职能，特别注意反映和解决职工最关心和涉及面比较大的问题，如对职工生活

用水、住房、女工“五期"保护、子女入学入托难等问题，局工会都进行了认真的调

查研究，督促有关部门解决了不少问题，保护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

时，工会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改善了工会干部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使工会组

织充满了活力。1989年全局工会经济事业开始起步，开辟了在经济领域的新战

线。全局工会基层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广泛开展了“职工之家”建设，进一步加强

了工会的基础工作，提高了工会的地位。

1993年11月，郑州局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以党的十四大精

神为指针，努力贯彻中国工会十二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

导向的工作方针，标志着全局工会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94年12月，

全总十二届二次执委会确立了“以贯彻实施《劳动法》为契机和突破口，带动工会

各项工作，推动自身改革和建设，努力把工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改革、发

展、稳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工会工作总体思路，这个总体思路标志着我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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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有了全新的变化。局工会依据总

体思路建立了以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为重点的维护机制，全局职代会建

制单位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了100％，居全路的前列。1995年1月1日《劳动

法》开始实施。全局各级工会积极帮助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使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全局工会贯彻实施《劳动法》，既积极推进，又兼顾现

实，督促协助行政清理了与《劳动法》相悖的规章制度，促进了职工劳动条件和劳

动标准的落实。全局工会落实“依靠”方针注重在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多数分局工

会与党委、行政联合制定了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的实施意见，使落实党

的“依靠"方针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各级职代会加大落实职权力度，普遍开展了评

议干部工作，有效的促进了干部作风建设。

1996年，局、分局两级工会进行了机构改革，两级机关部分机构进行了撤

并，人员进行了精减，使机关更加精干高效，保证了工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全

局各级工会把贯彻总体思路的落脚点放在为职工办实事上，全局发放救济扶贫

款数额逐年增加，职工脱贫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各分局工会经过积极努力，相

继建立了职工大病统筹基金、职工互助补充保险，基本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纵观郑州局工会七十余年的历史，最基本的经验只有两条，一条是紧紧依靠

党的领导，一条是紧紧依靠职工群众。全局广大职工群众是改革和建设的主力

军，他们无愧为是“二七’’传人，无愧为国家的主人翁。全局各级工会组织是党联

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全局改革和安全运输生产的重要力量。

全局广大工会干部和会员群众，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

五大精神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会同心同德，团

结拼搏，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5·



建国前的工人运动

第一章 建国前的工人运动

第一节 早期工会的组建

京汉、陇海、道清、粤汉等铁路相继建成后，形成了一支数以万计的铁路工人

队伍。在“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广大铁路工人为谋求自身的生

存和阶级解放，前仆后继进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各路工人中曾有老君会、鲁班会和同乡会等封建帮

口性质的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建立铁道工会作为工作重点。劳

动组合书记部派出特派员项德隆(项英)、李震瀛、林育南、赵子健、李书渠、贺道

培、王复生和游天洋等，分别到郑州、江岸、信阳、安阳、洛阳、焦作和徐家棚等地，

发动工人创办工人夜校或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传播马克

思主义。1921年9月，京汉铁路郑州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接着江岸、彰德、信

阳、郾城(漯河)、许州(许昌)、黄河南岸、驻马店、广水，洛阳、开封、焦作和徐家棚

也相继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各路工人在斗争中加强团结，促进联合，工人俱乐部

便分别改组为分工会组织。(1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工人成立了总工会；11

月1日粤汉铁路工人成立了总工会；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诞生)

1921年10月12日，徐家棚机务处职工联合会领导837名工人，为反抗美

国总管开除81名小工举行罢工。在罢工通电中提出改善路政、提高待遇等15项

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派林育南和施洋加强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历时5

天取得了胜利。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劳动周刊》发表快邮代电，称赞工人的团结力

量和互助精神“是阶级斗争史上的光荣’’。

第二节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举行了第一次全

线工人大罢工，揭开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序幕。

陇海铁路是清朝政府借比利时、法国外债修建的。从1903年开始修建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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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至1916年1月1日，东至徐州西至观音堂正式通车，初名陇秦豫海铁路，

简称陇海铁路。全线共有职工5000余人，河南段约有2500人。铁路工人工资低，

工时长，生活毫无保障。1921年3月，法国人若里任陇海铁路机务总管，在半年

多的时间内，开除工人75人，被扣罚工资的68人。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

激化，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成为陇海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为加强对陇海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派北京马克思主

义学说研究会会员游天洋到洛阳机务厂发动组织工人群众。

陇海铁路大罢工的导火线是洛阳机务厂洋员副厂首(长)狄蒙欧打、开除工

人和徐州车站八号门事件。1921年11月8日，徐州八号门司门奉洋人之命在工

人下班时锁门，工人将门挤毁，洋人开除两名带头工人，工人推举代表到汴、郑、

洛等地相约罢工。洛阳机务厂按厂规规定，每天工人进厂上班，以晨号三声为讯，

第一声是招呼工人动身上工，第二声是工人拿牌进厂，第三声是上工时间已到，

厂门关闭，停止拿牌。但在11月17日晨，在第三声号未响之前，狄蒙竟将厂门关

起，借故工人上班迟慢，不许工人取牌进厂上工。工人与他讲理，狄蒙不仅不听，

反而对工人拳打脚踢，并开除带头与其争辨的20多名工人。工人忍无可忍，在洛

阳铁路工人俱乐部领导下，决定于当天举行罢工。他们一面散发传单，派代表到

郑州、开封、徐州等地联系，谋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一面提出条件，向陇海铁路

郑州管理处交涉，要求撤换狄蒙，并担保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如三日内不

予完满答复，将于20日起全路停驶车辆。

三日过后，陇海铁路当局不答复工人要求，11月20日全线工人举行总同盟

大罢工。罢工当天，以全线机务工人的名义发表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

们恳乞救援宣言》，说明罢工原因，揭露铁路总管法人若里10大罪状。庄严宣告：

“国人等不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恳切希望各路工人“体恤苦况，怜

悯援助’’，以便同心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

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宣言表达了陇海铁路工人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在各路工

人中产生强烈的反响，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声援。

罢工开始后，开封、郑州、洛阳等站都举行了誓师大会，并提出撤换总管若

里、恢复原薪、恢复工料原额三项要求与陇海路当局交涉，后又提出15条要求。

交通部与路方不愿答复，特别是撤换若里一事，更不愿接受。罢工委员会于22日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10条措施，同时将开封老君会改组为开封工会，建立了

纠察、宣传、互济等组织。11月24日，陇海铁路工人发表了《第二次宣言书》，表

示不达要求，就坚持罢工斗争，终于迫使陇海路局答应工人的要求。11月26日，

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复工条件，共10条：(一)撤换机务总管若里，限两个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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