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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修志工作者六个春秋的辛勤笔耕，一部长达40余万字的

《抚顺市工会志》终于问世了!她是我市各级工会组织为加强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所做工作及其贡献的真实写照，是我市工运

事业发展的历史缩影。她为我市地方志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编写我

市党史和辽宁省工会志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抚顺市工会志》记载着抚顺解放前的工运烽火；记载着抚顺

市总工会及其二级机构、产业工会和事业单位的组织变革和领导

人的更迭；记载着抚顺市各级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职能，发挥“纽带"、“桥梁’’、

“支柱"作用的丰功业绩；记载着抚顺市各级工会组织在改革、开

放大潮中的勃勃英姿；展示了以工运老前辈为代表的工会工作者

的赤诚之心和以劳动模范人物为代表的抚顺工人阶级的精神风

貌；记载了部分颇有价值的工会文献。这部工会志，既是一部科学

的、翔实的抚顺市工运、工会史料汇集，又是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

优良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又有思

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之特点。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知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希望

广大职工，特别是工会干部要很好的阅读、研究工会志，借鉴历史

经验、教训。把抚顺市工运和工会事业推l向前进。为进一步贯彻执

行党的基本路线．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这部40余万字的开篇之作，是在既缺乏资料，又无经验的情

况下编写而成的。尽管修志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也难免在内容、体

例和文字等方面有这样那样的差错和不足，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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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指正，也希望再修志者补其遗缺。

在编写《抚顺市工会志》的过程中，承蒙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

(志)研究室、市志办、市党史委以及市工会老领导的关怀和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志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抚顺市工会志》是一部记述抚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产

生、发展的历史著述。它不但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而且具有知识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特点。全志除首篇概述、大事

记外，共4篇22章7Q节，全书共40余万字。

二、本志书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反映本市工运、工会的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书本着详今略古、横排竖写、述而不论、实事求是等

原则，记述了抚顺市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各项工作与活

动情况。

四、本志书的体例，采用记、述、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

对志书当中照片的安排，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以集中为

主。图表随文设置。

五、本志书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1985年。但为了说明市总

工会近况，附载了1986年至1990年市总工会工作大事记和正、副

主席名录。

六、本志书用语体文记述，对历史记年、各种称谓、地理名称

等，都沿用历史称谓和公元纪年。对人物称谓则直书其名，不称同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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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书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已谢世的工运老前辈及著

名的模范人物。以列传体裁加以记述，对在世的著名的劳动模范和

对工人运动、工会工作有较大影响之人物，也简介入志。

八、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于省市档案馆、图书馆、矿务局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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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日报社和由其他方面征集来的资料及部分口碑材料，并经核

实。

九、本志书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首届革命工人代表

大会”，也以市总工会的相应届次·以时间的顺列予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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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抚顺历史悠久。据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

就有人劳动生息。

抚顺在百年之前，只是一座居住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除民间

办有零星手工业之外，没有像样的工业。

1901年12月，商人王承尧和翁寿两人，经呈请清王朝准许，分

别成立了“华兴利煤炭公司”和“抚顺煤矿公司”，雇工开采煤炭。



工群众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抚顺解放前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它遭受过国内外反动派

蹂躏，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

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剥削和压

更甚。

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资料统计，从1 914

到1924年的10年中，抚顺工人罢工就有35次之多。但那时的

争处于自发阶段，既无政党领导，又无远大的政治目标，某些斗

虽带有政治特色，但基本上是要求改善待遇，以保生存。

中国共产党对抚顺工人阶级和人民极为关切，中共满洲临

省委成立后，就把抚顺作为党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从1927年



人’’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党组织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及其走

狗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 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年10月，中共中央东

北局、中共辽宁省委派李涛为中共抚顺临时市委书记兼市长。11月

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为加强抚顺市委的工作，又派吴亮平为市委

书记，方华为民运部长，具体负责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成立工会，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武装。方华等在市委的领导下，经过

一段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首先在龙风矿、老虎台矿和各区

组建了工会。在此基础上，于1 946年1月28日，在五条通(西五

路)电影院(现人民电影院)召开了抚顺光复后的第一次工人代表

大会，正式成立了市总工会。这届工会成立后，组建了工人武装大

队、开办了工人训练班、协助党进行了政权建设，还带领工人代表

要求苏联红军代表为炼油厂(现石油一厂)等厂工人增加了工资。

1946年3月初，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被国民党破坏。不久，国民党五

十二军进攻抚顺，中国共产党抚顺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于3月21日撤出抚顺。市总工会也随之撤离。留下的共产党员和

地下工作者，组织工人与国民党接收大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
、

1-948年10月31日，抚顺获得解放。11月29 El中共抚顺市委

决定成立抚顺市、矿职工总会筹委会，中共中央东北局派经中国六

次“劳大’’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林锵云任抚顺

市、矿职工总会筹委会主任。林锵云工作调动后，中共中央东北局

先后决定金直夫为主任，中共抚顺市委副书记漆克昌兼任主任。

市、矿职工总会筹委会组建一年多，做了大量工作。它一面用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工运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群众，武装群

众．一面协助党搞政权建设；一面发动、组织群众，医治战争创伤

和恢复生产，一面帮助工人就业和改善生活；一面培训骨干、组建

基层工会，一面做召开抚顺市会员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经一年多
——3‘·——



．的筹备，于1950年3月24日在矿山高职(现抚顺煤校)大礼堂召

开了抚顺解放后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抚顺市、矿总

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到1 985年．抚顺市工会代表大会已开过1 2次，

其中有一次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革命工人代表大会”。

抚顺解放后的市工会组织(包括筹委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上

级工会组织的领导下．遵照马克思关予“在工会中。工人们被训练

着变成社会主义者”；列宁关于工会“是一个学习联合的学校，学

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随着历

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革命。随着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

的手里，工会的活动也发生了一个最伟大的转折”、“工会成了新社

会的主要建设者”等论断；遵照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进城

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要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中坚作用"的指示；遵照中共中央确定

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运、工会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

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发挥了

应有的作用。
’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工会各级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做了

九件大事。首先，它协助党搞了政权建设。如积极协助接收委员会

宣传贯彻了《本会接管机关、工厂、矿山员工临时守则》；协助军

事管制委员会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121名工人代表，

为恢复抚顺社会秩序献计献策；，积极帮助组建了抚顺市人民委员

会，并选派优秀工人代表参政；它还向党和政府输送了一批又一批

干部。仅1950年就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输送了224名干部。第二，针

对当时一些工人对共产党的主张及本阶级与共产党的关系，对社

会主义性质和自己在这个先进社会中的地位、责任，对工会的性质

及其作用等了解甚少的问题，举办了各类学习班进行系统讲解。据

当时统计，4个月就办起各种类型的学习班70余期，训练各类干

部、工人8500余人，从而使职工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增强了对
——4—— ．



级和个人的历史使命的认识，树

立了主人翁责任感。第三，针对当时在恢复生产中器材、工具奇缺

的问题，会同政府部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献纳器材运动。仅4个

月，3万多名职工及其家属就献纳器材24．9万余件，回收废钢铁

4824吨，为恢复生产提供了物资保障。第四，为使生产尽快恢复，

加速经济建设，组织职工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进而又发动职工开展

了合理化建议运动和创新记录运动。全市有18000余人创出2225

件新记录，使生产效率成倍乃至几十倍地提高。第五，为提高职工

政治、技术、文化素质，工会组织积极开办了以扫盲为主的业余教

育，很快改变了那种“十个矿工九个盲，写封书信跑断肠”的落后

局面。第六；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工会积极对职工开展了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教育，并发动职工开展了“增产节约，为志愿军购买飞

机大炮的竞赛”j用增产节约的钱，为前线购买了七架飞机和一门

大炮，命名为“抚顺工人号”。第七，在“五反’’运动中，发动职

工检举了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行贿、盗窃国家资财和

经济情报等罪行，为击退资产阶级向党的进攻作出了贡献。第八，

积极组织职工开展了互助互济活动，协助与督促企业认真贯彻执

行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制订的《战时劳动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市总工会先后

兴办了退休孤寡职工养老院、残废职工院、职工疗养院和孤儿保育

院等集体福利事业，为职工排忧解难。第九，为帮助妇女解放，积

极宣传了《婚姻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政

策，发动、组织和帮助女职工同“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

行为开展了斗争。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市工会各级组织积极宣传了社

会主义改造(既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意义，

发动职工特别是私营企业职工和手工业工人积极投入了这场具有

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深入贯彻执行了“生产、生活、教
一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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