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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交通工会志》现已撰修成书、出版发行。这对占全省交通战线职工总数13％的

2．4万名唐山交通产业职工是个很大鼓舞，它将对推动唐山市，乃至全省交通工会工作不

断跃上新台阶起到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和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使许多宝贵的档案资料

损失殆尽，这给《工会志》编纂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由于唐山市各级交通工会的通力合

作，经过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图文表照

融为一体，并具有唐山地方和交通产业特色，质量较高的专业志书。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

值·值得推荐。 ．一

《唐山交通工会志》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唐山交通战线广大职工在

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史实；讴歌了唐山交通战线职工的

精神风貌和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优良品质及其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展示了40多年

来唐山交通系统各级工会的主要工作和重夫活动的概貌，它体现着唐山交通职工在物质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揭示了工会活动和自身建设的某些客观规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唐山的交通运输事业更加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交通产业

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协同行政，认真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

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交通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履行工会的四项社会职能，动员和

团结广大职工积极支持改革、投身改革，推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在全面实现新唐山交通

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天祜

1993年4月



序 一
／J 一

唐山，是一座具有IOO多年历史的重工业城市。随着煤炭、钢铁、水泥、陶瓷等工业的

开发，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唐山的道路大都为土路，晴通雨阻，不能保障正常运输，运力

大都以畜力、人力为主，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广大交通运输工人生活上得不到温饱，长期生

活在饥寒交迫的窘境之中。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级交通工会的关怀下，交

通运输工人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广大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大力流大汗，积极工作，忘我

劳动，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颂歌。

盛世修志，志以资治，相得益彰。《唐山交通工会志》既总结了过去，又展望了未来。它

较全面地记载了唐山交通运输工人所走过的历程，尤其是解放后各个历史时期他们投身

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怀和不朽业绩。“唐山交通工会志”正式出版无疑是唐山交通运输职

工的一件大喜事，它将为唐山的交通运输工人运动和交通工会的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历史

借鉴，并且也是对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珍贵素材。

《唐山交通工会志》的编纂工作，在人员少、资料匮乏的条件下，由于得到了河北省交

通二L会、唐山市总工会以及沧州、保定、省航运局等兄弟交通工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经过

编写人员近5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编纂成书。在此，我对支持和帮助完成这部书的有关领

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



例
一、《唐山交通工会志》采用横排纵写，其格式基本上按“志”书常规体例编纂。

二、本书分篇、章、节、日，立足于建国后唐山公路运输工会工作，个别章节追溯到建国

前。下限基本上到1989年，但个别地方为说明问题也有适当延伸。

三、本书采取述、记、志、表、图、录诸体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文字通俗易懂，一般观点寓

于叙事之中，但编者考虑“工会志”是歌颂广大职工的，有些地方(主要是人物篇)由于受志

体所限，往往不足以表达出工人阶级那些高尚品质和可歌可泣的业绩来，经请教有关修志

专家学者，大都认为“工会志”区别于一般专业志书，经编委会研究故在个别章节中做了一

些必要的议论。为避免史志不分，编者评论是比较谨慎的，仅在这里加以说明。

’四、本书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行文、年代、叙述、数字以及计量单

位等方面的使用，均按河北省交通史志编委会《关于编写河北省公路史志若干问题规定》

撰写。

五、经研究，本志书为精简文字，不再专设大事记。

《唐山交通工会志》编委会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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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华北重镇——唐山，已有10B多年历史。我国第一条铁路(唐山一胥各庄)就是在这里

兴建，最早的国办煤矿——开滦煤矿也是在这里开掘。随着铁路的修筑、煤矿的开发，公路

运输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公路运输战线广大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也随着公路运输事业

的兴起和发展也发生了翻天覆她的变化。

《唐山交通工会志》主要撰写了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后，广大的公路运输工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卞得到彻底解放和积极工作的概况，各级公路运输工会为改变广大

职工生产、生活面貌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初期工会工作十分繁重，各级交通工会领导带

领广大职工为恢复公路交通、为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奋发图

强，为广大公路运输战线上的职工谋福利、办实事，不遗余力。

各级公路运输工会组织是一心一意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的，为他们办事说话，在职工

群众申享有很高的威信，工会真正起到了“职工之家”的作用。

《唐山交通工会志》全面反映了唐山各缴公路运输工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组织情况，

歌颂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大力、流大汗的模范英雄人物。它概括地总结了各个历史阶段的

交通工会工作，开创了未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唐山交通工会志》共三篇，即：组织篇、工作篇和人物篇，分19章67节。着意编纂了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后到1989年底的唐山地、市、县、区各级公路交通运输工会

总的工作情况，个别章节也追溯到建国前唐山交通运输情况。其目的是为了前后对照、鉴

别比较，使广大公路运输职工群众更好地领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组织篇”概括而有重点地反映了唐山市搬运工会、唐山市公路运输工会、唐山地区交

通局工会、唐山市交通局工会、唐山市第一运输公司工会、唐山市第二运输公司工会、局直

公路工程处工会、公路管理站工会、公路技工学校工会和唐海、滦南、迁西、乐亭、玉田、迁

安、丰南、滦县、丰润、遵化(1992年改称遵化市)等县公路运输工会以及路北、路南、新区、

东矿、开平等区交通局工会的组织情况。“组织篇”还记述了从建国初期公路运输职工只有

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到1989年底的2．4万人的唐山公路运输职工队伍，还较详细地记述

了唐山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变化，从铁轮马车到胶轮马车，从胶轮马车到机动车，到大型

客货汽车。解放之初唐山只有40多辆营运客货汽车，到1989年已发展到2万多辆客货营

运汽车，还重点记述了从1948年12月唐山刚解放时只有公路1000余公里，且大都为土

路，到1989年已有公路4000多公里，且绝大多数是沥青路面，还有一部分是水泥路面，既

便是土路也是山皮土筑成，一般雨雪天畅通无阻，公路质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都浸透

着交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血汗。。组织篇”较清晰地把各个时期工会组织的发展变化，生产

工具的不断更新改进，职工队伍的壮大等情况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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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篇”篇幅较大，内容也较丰富。它再现了唐山各级公路运输工会40多年来各项

工作的开展状况。重点记述了唐山解放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各级公路运输工会

的工作；突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10多年工会工作的特色；还特别记述

了唐山公路运输职工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无私无畏的惊人表现，反映了广大公路运

输干部职工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高尚品质和可贵精神。

·“工作篇”共分九章。即：组织建设、群众生产、宣传教育、企业民主管理、生活福利及劳

动保险、劳动保护、女工工作、工会财务、对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唐山地震期间广

大职工抗震救灾。

“工作篇”辐射面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尤其是群众生产一章，

编者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职工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技术协

作、提合理化建议等的动人情景，充分体现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精神。这种高尚品质及可

歌可泣的人和事都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在宣传教育这章里也用了较多笔墨记述了各级工

会组织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搞了大量的文娱体育活动，并着重展现了40多年来广大职工

思想建设的情况。在组织建设一章里，记述建立“职工之家”活动，也为本书增添了许多新

的有活力的内容。在抗震救灾一章里，编者把广大公路运输职工抗震救灾、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的一幕幕历史史实呈现在读者面前，将广大职工群众无私奉献、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的生动情景在书中闪现。

“人物篇”，这篇采撷的大都是曾为唐山公路运输事业立过汗马功劳的模范英雄人物

和先进单位(集体)。主要记录了出席唐山市级(含唐山地区)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

(=-．作)者的名册。出席省级以上的劳动模范还重点做了个人先进事迹介绍。其目的是表

彰．专进、激励后进，使广大公路运输职工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

所投身的事业。这里重点记述了1959年全国群英会代表、模范司机刘焕墀同志等一批英

雄模范人物；同时也记述了爱国资本家缪锡九等人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

“人物篇”所记述的先进单位(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业绩，再现出解放后各个历史时期

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丽涌现出的一批批‘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唐山交通工会志》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唐山解放后公路运输职工的生产、工作和生活

情况，也较全面地揭示了工会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从而使工会工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

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唐山公路运输事业服务。



第一篇组织篇

第一章近代唐山公路运输组织概况

第一节 公路建设与汽车运输组织

唐山辖区的公路建设是随着我国最早的标准铁轨铁路——唐山～胥各庄路段的铺

设、运营而兴起与发展的。

1920年，直隶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将京榆古道改建为汽车路，这就是唐山辖区公

路之始。到1935年，唐山地区已有省路9条，706公里；有县路15条，394公里。到1937

年，冀东已有汽车路969公里。以上这些公路的修筑大都是由当地农民临时组成的修路队

伍完成的，虽有修路工人，但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更没有工会组织，工人的修路活动是由

当时政府无偿强征民工(农民)进行的。

汽车在唐山的出现和汽车运输业的开展，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滦煤矿的英国

高级员司拥有的一辆四缸脚踩福特牌汽车，当时行驶在开滦矿区至西山别墅之间。这就是

唐山的第一辆汽车。

在公路发展的同时，汽车运输也在唐山逐渐兴旺发达。1928年开滦煤矿配备了救护

车，铁路机修厂(南厂)、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也先后添置了汽车。1930年，丰润县车

轴山人缪锡九在唐山办起了第一家永茂汽车行，开始了民间汽车运输活动。1933年，除永

茂车行外，冀东一带还有10余家汽车行，有车20辆，雇员100多名。其它汽车行是：三合、

永固、天丰、天增、津记等。1933年后唐山运输发展较快，根据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所撰

《支那自动车交通事业及道路情况报告》中称；“冀东经营汽车运输的组织有60多家，有客

车88辆，货车10辆，除华北汽车公司外，全部由支那人经营”。
‘

1936年3月30日，日伪官方组建了华北汽车公司，唐山设有民新汽车公司，有车11

辆。1939年4月，又成立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华交”)，中日合资，“华交”在唐

山设有营业所，设在小山得月巷13号，有汽车38辆。 ，

一

1940年，民间汽车运输仅永茂汽车行就有汽车40余辆，雇员200名。后来随着日本

人的势力不断扩大，民间运输遭到扼杀，到1944年底连永茂汽车行也因遭日伪排挤而被

迫关门，唐山民间汽车运输几乎呈现一片空白。在这期间，永茂汽车行工人虽没有正式组

织，也没有工会组织，但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工人斗争活动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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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i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唐山。1946月6月11日，国民党

交通部派员接收了“华交”，唐山自动车营业所也同时被接收，这时民间汽车运输叉乘机有

所恢复，到唐山解放前已有民间运输汽车40余辆，这些车辆除永茂车行有10多辆汽车

外，其余大都为一家一车，或多家一车，汽车工人未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其中一些活动或斗

争大多为自发性或帮派性的。

第二节 民间马车运输组织

近代唐山是我国铁路运输的发源地。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唐山成为冀东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加之市区周围各县是粮食、棉花、畜牧、鱼、盐的重要产区，农民用这些土特产

来唐山、滦县、昌黎等县镇换回煤炭、布疋、百货和生活日用品。再加上工业需要的原料、城

市建筑材料等物资均需民间马车运输承担，这样辖区就拥有了大量的铁瓦大车(后来发展

成胶轮大车)以及人力货车。民国18年(公元1929年)直奉交战，民国22年(公元1933

年)日军入侵关内，使唐山辖区的民间马车运输遭到较大破坏。据日伪《满铁昭和十一年资

料》记载：“当时唐山的运输，主要靠骡马车和人力车，计有大车440辆，人力车2700辆，到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仅遵化县已有马车4300辆，驮畜31300头。其余辖区各县也平

均有马车3000辆至5000辆，唐山全区总计有马车50000辆。”但这些车辆没有固定的组

织形式，有的只是本村、本乡结帮结伙搞运输，他们经常出入在辖区内的一些城镇。

唐山辖区各地民间车畜参加运输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属贩运性质，农民用自产和自

购物品运往异地销售；二是副业性质，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出外拉脚，增加收入；三是营业

性质，以运输为生的个体劳动者，常年从事运输经营。京山铁路沿线各站、水运码头和京东

十大集镇以及唐山市内还都相应产生了一些转运货栈或大车店，为民间运输组织货源，提

供食宿，或代购代销，办理铁路转运，代存货物等业务。

马车运输队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经成为唐山城乡运输的主力军。由于运

输业务时好时坏，参加运输的人员和车辆也随季节或业务多少而增减。因此无固定的运输

组织，更没有工会组织。 一

第三节 搬运装卸组织

唐山近代的脚行(搬运装卸)业，是伴随开滦煤矿的兴办、唐胥铁路的修筑、煤河的挑

浚及塘沽、秦皇岛码头的建立而渐次发展起来的，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起初，劳工们没有

统一的组织，人员也不固定，分别集聚于车站、码头、货栈、商行，或分散于人市、街头待雇。

一些农村中的无地农民、城市中失业的店员、无业游民纷纷加入装卸搬运脚行之列，为脚

行提供了充足的劳力。脚行们多系一乡一土、一团一伙，有浓重的帮派气息，排外情绪、私

有观念异常严重。当时唐山就有唐山帮、汉沽帮、河头帮等派系。脚行头子大多为地痞、流

氓所组成，勾结官府，独霸一方，勒索客商，鱼肉工人，采取各种手段对搬运装卸劳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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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榨和盘剥。

开滦煤矿在塘沽建有煤炭输出码头，装卸工人当时就有六七百人。其装卸业务由把头

把持。

装卸把头把持着码头上装卸煤炭的大权，他们和英国人、官府勾结，采取多雇短工的

办法，苛扣工资，压榨尚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人们的血汗。

煤河是开平煤矿初期的外运水路，其装卸程序有三：一为矿内装卸(多为机械)，二为

铁路卸货；三为码头装船。当时唐胥铁路每天对开四次，装卸量高达2000吨以上，有装卸

工人1000余人。京奉铁路通车后，开平之煤，基本上由铁路运输，因而煤河运量骤减，但煤

河却又成了陶瓷外运的码头，日装卸量仍可达750---800吨，兴旺一时。

秦皇岛码头是我国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口，这时年输出开滦煤炭约300万吨(占当时

产量55％)，民国11年(公元1922年)，已有装卸工5000人。

唐山市内装卸搬运分两部分。一是火车站由铁路局管辖，有搬运行李、装卸货物两片，

约有100人(忙时雇短工)，二是散工，称为“小扛”，多集中在钻桥一带货栈和小山附近，这

些人受把头控制。
’

唐山辖区南临渤海，海岸滩涂盛产海盐，自汉代后历代盐业十分兴盛，特别是民国以

来，改用新法晒盐，产量剧增，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渤海盐产量已

达66万担，占全国盐产量的40％以上，故辖区的南堡、大清河等盐产区搬运装卸工人达

千人，劳动十分繁重。 ‘

建国前，唐山市的公路运输(汽车、马车)、搬运装卸等方面的运输工人未曾建立过伪

工会组织，只有生产形式的组合，工人活动也处于自发性质的。运输工人，搬运装卸工人，

除受资本家和把头控制外，对资本家、把头也有过较激烈的反抗斗争，但没有形成组织，工

人生活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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