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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佳

木斯铁路分局工会志∥历时三

载．辛勤耕耘，几易其稿．终于

出版问世．

该书出版正值世纪之交，新

千年伊始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

对于我们借鉴历史，指导新世纪

的工会工作大有裨益．必将对分

局工运事业的发展和工会的改革

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佳木斯铁路分局工会工作中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也是

我们为新世纪献上的一份厚礼。

编纂这部志书是在分局党委正确领导下，经过几任工会主席的组织和指导，得

到各级工会组织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在分局工会机关各部室、事业单位和基层工

作人员通力合作下才得以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凝聚了各级领导、广大工

会工作者和关心工会事业，并为工会工作做出贡献的老前辈等同志的心血与汗水。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代表分局工会向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本书记述自1 947年分局工会诞生之日起至1 999年末止，跨度逾越五十二年之

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史实。充分展示了分局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会

员群众，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各历史时期光辉业绩和

奋斗历程。体现了佳木斯铁路工人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特别能战斗的

铁路工人队伍，它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和时代的先进阶级。从中也反映了分局广大

工会工作者．艰苦创业，勤奋实践，不懈追求与拼搏．为铁路工运事业取得瞩目的

成就。

修志宗旨在于积累历史资料，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工作规律，真正起到借鉴、

存史、教育的作用。本志以史实性、综合性、资料性、文献性于一体，总结前人业

绩，启迪后人奋进，是一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开展工会工作的重要工具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查闾局档案馆、分局档案室等历年档案和报刊资料，座谈

访问从亨工会工作的老同志。在记述上．力求做到准确无误，符合历史事实。但因

年代久远．机构多变，资料流失，编撰中疏漏和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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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准确地

记述佳木斯铁路分局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

二、编纂原则：立足当代，追溯历史，详今略古，详异略同，

重点记述分局工会的发展变化，力求全面反映工会工作的实

际，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三、时间断限：上限从1947年起，下限断至1999年末o

(记述分局工人运动和大事记，为体现其完整性上溯至1926

年o)

四、记述范围：原则上以下限年代所辖区域为界，对历史

上分局工会演变辖区变化，移交出去的单位或线路工会，予以

适当记述。

五、表述形式：以志为主，辅以述、记、志、传、图、表、录及

照片，设篇、章、节、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事本末，概述叙议

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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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容编排：全书以大事记为纲，概述统领全志，分设组

织沿革、组织建设、民主管理、群众生产、生活保险、宣传教育、

群众文化、职工体育、女工家属、综合工作、人物、附录共12篇

32章96节50余万字。

七、记年方式：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用年、月、日记

述，月查不清记“是年"，日查不清记“是月”，同一时间以“△"

标识o

八、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在行文中首次

出现时，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酌情使用简称。工会组织名称

多次变更，均按当时称谓书定。

九、资料来源：本志资料录自局档案馆、分局档案室、分局

年鉴、各基层工会和机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及经过核实的文献

资料、实物资料、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不注出处。

本志所有资料均为总结经验教训而设，不做为处理其它

问题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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