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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袭翻傻，雁史最牵情。

汕囊，属闺粤黄金海岸上的一颗明珠，是恩格斯稻胡之“具有网放意谶”的城市。人杰地篮，物革
●

天贲。
‘

汕颈人民有着光檠的革命傅统。汕鳆的工人逗勤和工畲活勤，是中圆人民革命斗争史的粥光一

页。

早在1861年，随着汕颈的朗埠，遣里便出现了琨代麈橥工人。徒“五四”遁勤明始，汕殖工人陪

圾的革命熟情逐渐高涨，相蹙成立了缝衣、海员、人力率、线路、输船起卸、印刷、横械等行柴的工含。

1926年5月1日，汕殖市德工畲宣告成立，自此之后，在中圆共麈薰的颁尊下，工人们圈结起来，焉

改善经济生活，争取解放而展网斗争，残多前偻后缝，獾得了钸筇膀利，直到迎束了新中国的涎生。

遣人社舍主羲革命和建彀新畴期以束，汕颈的工人逗勐和工畲活勤壁持以经清建毅焉中心，全面履

行雒裢、建毅、参舆、教育赭项社畲皲能，勤员和组绒工人陪级黉挥主力平作用，投入改革朗放和现

代化建彀，促遣自身的建彀，取得了更加蓬勃的黉展。 ，

舅史鉴今，资治教化。汕顽市憩工合于1986年决定征集资料，编修《汕殖工龠志》，并以此作属

工畲工作的一宗基本建彀工程，属工人陪级的后一代留下一份赍贵的傅统教育史料。眼底流霞，毫

端蕴秀，嫩载遇去，得到老工舍工作者和史志行家的鼎力支持，编寓组的同志屋缀毂辛，只争朝夕，

去燕存真，精心修纂，终使同世于今。而更加可喜可度者，是《汕竣工岔志》的同世，欣逢的黛的十四

大膦利召固，我圆碓定社畲主羲市埸缝潞的徭滂黜制改革格局。“束方凰束满眼春”，直道是前程。可

以相信，遗将更激励我们解放思想，加倍努力工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舍主羲道路峦勇前遣，去完

成肩负的屋史使命，去谱宿更加壮鹿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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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本志，徭黢不足，又因年代久速．内容涉及魔，资料匮缺．错漏在所鞋免。顺此敬祈有裁之士

和庸大靛者不吝赐教，修正其禊．辅其所漏．俾使臻于完善。
’

是以属序。腹共策共勉。

吴鼹烈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汕颈工畲志》编‘纂的宗旨是：政治上坚持黛的“一佃中心，雨徊基本黠’’的基本路缝和《龋

于建圆以来黧的若于屋史髑题的决蘸》作属思想指尊方针；内容上尊重履史，寅事求是，按照事情的

本来面目，客柱地加以耙述；取材上黜琨群今略古。

(二)《汕颈工台志》记述箍图是汕颓地匝(含汕顼市)所辖匾域的工畲组域和工人逗勤的疆史和

现状。其中耙述的内容按不同年代和不同行政匾域：1861年一1919年主要就述汕顼翻埠以后汕竣

工人陪敏的麈生和形成；191 9年一1949年主要耙述中国共麈黛领游下汕颈的工人遣劲和工舍活

勤，佃别章钸属保持内容的完整性而记述汕顼市以外的有龋繇、市情况。1949年一1983年主要耗述

油殒市工含组戤和活勐状况；原油顼地匾工合辩事虞所辖各繇(市)工畲均有修志，故本志只就述耆

年汕殖粤匾工畲辨事廑及各豚(市)工畲沿革、组饿状况。1983年至1991年全面记述地市合并之后

的汕颈市所辖匾域。．o；：中所志汕鳆地匮、汕鳆市以及各躲(市)的名稻．都是按照塍史名稻赍绿或舆

富晴行政匾域建制沿革相虑出现的稻捐。 ．

(三)《汕囊工岔志》所编寤的内容。上限徒j861年窍起．下限至l 991．年特匾鲢圈披大至整徊汕

颈市匝止。共计131徊年鹱。
。

(四)《汕鳆工合志》正文共七章：第一章大事记；第二章工人逗勤；第三章工含组绒；第四章代表

龠凌；第五章工食工作；第六章工畲缓滂事裴；第七章人物绰略及附繇。

(五)《汕顽工合志》主要记述大革命晴期和中莘人民共和圆成立以来中圆共麈黛领撙下的汕鳆

工人逢勤和工含组缀活勤状况。民园畴期圆民煎所控制的工台组饿，因资料残缺，本志未有记述。

(六)全志资料来自省、市、滕黛吏辨、地方志、油疆市德工畲槠案资料及老干部、工畲工作者所

提供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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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耙

第一章大事靛

1 91 9年

5月4日，北京爆黉了孥生爱因遵勤。汕

霸、潮安等地爱园毕生纷纷辔虑聋援，汕霸工人

参加了示威游行。

9月13日，汕顼市第一侗工畲组绒——缝

衣工合成立，舍畏鄞琴石，畲黄788入，畲址彀

在同平路。

1 920年

5月1日，汕弱市3干多工人、罩生翠行纪

念“五·一”饰活勤，并提熔游行。

l 921年

11月28日，缝衣工合召阴舍具大畲，决藏

向资方要求加薪，受其拒绝，举行能工，最后取

得腾利，每月加薪lO％，其他要求也寅现。

年底，潮汕线路工人推遴6名代表等借建

立工畲，被资本家朗除，工人能工抗葳，致线路

交通中断，资本家被追接受工人要求，收回被躅

除的6名工人代表。

1 922年

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睾行大能工。汕颈海虽工畲蛋雹聱援捐款支援，

并协助香港海员髓工德辩事廑汕颈分魔i勘止

由香港笛局招募往香港顶替琵工海员路遇汕颈

海虽回上海，粉碎了香港富局破壤髓工的陲谋。

5月1日，潮汕绒路工畲成立。

1 924年

1924年底，潮汕线路工畲代表工人向线路

公司资本家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福利13绦要求，

被资本家拒绝，能工持缋九天，经常晴的市畏出

面凋解，工人獾得空前腾利。

1 925年

4月，由林园祥倡菘，组绒汕蒴市工骄畲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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