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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话

编写一--t心-书是加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指导当前各项改革

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它对于

教育广大职工继续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蛟河县_72会志》的编辑出版，是全县_q2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在搜集志书资料工作实践中感到了编纂志书的

紧迫性； “活”资料急需我们争分夺秒地搜集起来，加以利用；

“死”资料更需我们千方百计地去挖掘，通过整理传播下去，变成

宝贵财富，以利于“四化”建设。

蛟河县地处祖国东北、拉法山脚下，物产富饶。铁路、公路四

通八达，历史悠久，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同封建王朝乃至帝国主义势

力的辛争中，蛟河县工人阶级显示出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成为

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及全人类解放斗争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

量。在蛟河县的发展史上，作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教育群

众、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中的蛟河县工会i作，是我们编

篡蛟河县工会志的基本内容。通过工会志，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

蛟河县_72会历史和工人运动史的发展和规律。

我们在编纂蛟河县工会志的过程中，遇到最大难点就是资料不

足。如一九五八年后工会自然消亡，县工会被撤销长达一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会活动基本停顿，在此期间很多重要文件

无存的无存，销毁的销毁。缺乏第一手材料。鉴此，我们依靠老工



会干部、知情者的认真回忆，提供查访线索；通过报刊资料的探

求，曾五进长春，几经对县内的有关乡镇有关人员的登门拜访，终

于填补了几个关键性的历史空白，使一部较为完整的工会志呈现在
读者面前。

在这里我们编写人员对杨润云、张德安、沈菲、自佐臣、张岳

峥、万忠礼、朱宝科、韩清濂、郭林枫等老同志提供极其有价值而

又准确的资料，深表感谢；我们还要感谢省总工会生产部和资料

室的同志繁情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查找资料所提供的各种方便；特
别需要感谢的是，沈阳铁路局总工会吉林分区工会工运史办公室的

同志，积极主动地为我们提供了蛟河地区铁路工人反日斗争及其支

援“拉新战斗”的史料，丰富了会志内容。我们还要感谢蛟河县
档案局、 职教办．工业局、二轻局、商业局的有关同志为我们提

供的所需资料。 。

在材料合成过程中，我们力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南，

把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放在首位，坚持实事求是地反映时代风貌和

地方特点。对建国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把握了“略古详今”的

原则·成稿之后，尽管按省、市工会和县史志办要求的内容乃至情节

反复推敲审议之后定稿，但由于我们政治水平和编写能力较低，经

验不足，首次编写，因此在观点、内容上的差错和情节上挂一漏万

的现象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史志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斧正。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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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吉林地区工运史志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全体人员合

影：前排右三李佰沆，市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右四扬忠诚，市

工会副主席。左二刘淑珍，舒兰县工会副主席6左三程淑荣，磐石

县工会副主席。后排左三张金福，永吉县工会宣传部部长。左四王

旭晨，桦甸县工会副主席。后排右四刘荫寰，舒兰县工会职工业校

校长。右六，王建忠，市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副主任。前排右一王广

才，右二尚继忠，右五马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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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十八世纪中叶，随着工业．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工人阶

级。1 9 3 1年“九--／＼”事变前蛟河的产业工人仅奶子山、衫松、望

宝山、滥泥沟等四个煤矿，工人总数只有九百七十一人。

1 939年以前，手工业作坊三十六户，从业人员九十三人，1 939

年7月以后，手工业作坊增加到一百四十八户，从业人员增加到四

百三十九人．商业服务行业，从1 91 1年至1 9 3 1年主要的店铺有十八

家，从业人员五百七十人。

由于工人阶级的形成，]二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也随之开

始：

1 928年奶子山煤矿工人要求资方按时发工资的斗争胜利；l 940

年平地沟木场“赶羊"工人大罢工、新站铁路工人的反日斗争；

1 942年煤矿工人的反日斗争；1 940年1 1月1 0日新站铁路工人的反日

斗争，等等史实，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最革命

的阶级。
’

新中国诞生后，由于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工人阶级成了国

家的主人，受到了人民的尊重和国家的保护。1950年6月28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明文规定了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权下的法律地位与职责，使工

人阶级由旧社会的奴隶，变为新社会的主人，由被压迫阶级变为领

导阶级。

1960年6月大部分工矿企业建立健全了职工代表大会制，保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职工参加管理企业的各项事业，决定企业的一些重大问题；督促和

监督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

广大职工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广大职工在生产(工作)岗位上，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

的各项任务，其中成绩显著的，还被评选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和

劳动模范，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尊敬．

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改善。l 962年全

县职工(全民～)八千四百四十二人，年工资额为五百一十万零七千

元，每人每月平均工资额为五十元四角一分。1 973年-全县职工

(全民)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一人，年工资额一千零二十四万元，每

人每月平均工资额五十八元二角四分·1984年全县职工(全民)一

万九千五百七十人，年工资额一千六百七十四万六千元，每人每月

平均工资额七十一元三角。

：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县属职

工截止1984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离退休人员二千七百一十五人，按规

定发给劳保费全年金额为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元八角；集体所有

制单位离退休人数一千零七十-A，’按规定发给劳保费四万八千九

百五十三元四角．还经常组织退、离体老同志搞各种文体活动，学

健身的方法等。

在=-f-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县的工人阶级在党的

领导下，经历了长期艰苦卓越的斗争，经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在阶级觉悟、思想作风、道德品质等

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体现了自己的阶级本色。

蛟河县工会组织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贯彻执行党的



方针、政策，反映职工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根据群众组织的特点，

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通过业校、职工学校、各种会

议、文化官、读书会和各种宣传工具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用共产主

义思想教育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高文化、技术和管

理水平，发扬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

蛟河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于l948年6月8日，由张岳峥等九人组

成蛟河县职工总会。四十多年来，全县各级工会组织团结全县广大职

2f_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历

史功绩。全县工人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打土匪、斗恶

霸，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如织布、纺线、做军鞋、抬担架等活

动。建国初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献纳器材，，和“创

造新纪录”等劳动竞赛活动。j 949年1 1月到l 2月二个月，创造新

纪录五十二件，为国家节约和增加财富价值达二十万零四千二百一

十元。1 950年参加竞赛的二十一个单位，八百五十七人，提出合理

化建议七十八件，其中发明创造四件，改进技术五十八件，改进工

具七件，改进劳动组织九件，共创造价值二百七十二万元。1 95 1年

提合理化建议达二百五十四件，创造价值四千八百五十三万元。

为巩固新生政权，全县职工积极参加企业整顿和民主改革，积

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和“三反”、 “五反”等政治斗争。1 956年，全

县在开展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六百四十四名

私营企业工人和店员部直接参加了这一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成为领

导骨干。

经济困难时期，认真贯彻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全县职工自己动手，迅速掀起以食堂为中

心，大搞副业、代食生产。l 960年一年，据全县四十四个单位的统

计，种地四百七十五垧，平均每个职工达到二分地，秋后收藏蔬菜

和粮食二百余斤。并生产出粗、精代食十七万九千四百四十八

斤。

蛟河县的工会组织，从建立到现在的四十年历史中，有它的高

潮阶段和低潮时期。我县工会工作五十年代后半叶由高潮走向低

潮。1 958年1 0月，全县的所有工会组织，除了机械厂等六个基层工

会做暂时保留外，其他工会一律撤销。工会干部重新安排，财务上

缴。使全县工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0年6

月份才获得恢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迫停止活动长达七年

之久，到l973年才恢复了工会活动。

1 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推

翻了强加给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的不实之词，摘掉了工会头上

的“帽子”，砸烂了“生产工会”、 “福利工会”． “经济主

义”、 “工团主义”等精神枷锁，迎来了工会工作的春天。从此工

会组织逐年壮大，参加工会的人数增多。到1985年全县职工总数达

二万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工会会员二万五千四百八十三人．商业、

县社、粮食、林业、教育、卫生、农业等二十五个局，建立和健全

了局级工会，基层工会发展到二百六十个，专职工会干部一百零二

人。

工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充

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生产，改善了职工生活。



特别是从1 98(1年起，开展的一年一次大规模的家访和职工生活大检

查工作，促进了职工生活和福利状况的改善。1 984年全县有六十六个

基层单位设置了集体福开I]设施。其中有食堂五十一个；浴池三十二

个：理发室十六个；妇女冲洗室六个．还有六十八个基层单位成立

了托幼组织，充实保教人员二百七十三名．受托儿童二千二百零一

人．

各级工会组织，在日常活动中加强了工会的自身建设，健全了

县工会的组织机构。1 985年县工会的人员编制是：主席一人、副主

席二人。下设有办公室，生产生活部．宣传组织部、女工部和法律

顾问。人员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十一人。县工会在较大的十六个局

里面设立了系统工会。基层工会有二百六十个，配备了专、兼职干

部．其中有一百七十八个基层工会经过验收办成了合格的“职工之

家”，更进一步密切了工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 工人运动

第一节工人队伍的形成

蛟河县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始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光绪三年

(1 877年-)奶子山煤矿破土开采，私人经营，进行土法开采。民国

十八年(1 92 9年=-)改用机器生产，扩大了采煤规模，煤炭产量倍

增。据文献记载：民国十八年七月至民国十九年六月，产煤八万一

千三百七十六吨，民国二十年矿工约达四百余人。

民国十七年(1 928@)创建了电话，全县三大干线，共计全长

约一千三-F／＼十华里，通话者共二百零三处。以后，制米所， 烧

锅、油坊、印刷等行业也相继出现。比较出名的有义聚昌、春聚

源、东兴油房和玉成、卫兴泰制米所。还有一些杂货铺、铁匠炉、

木匠铺、铜匠铺、银匠铺、编织、豆腐房、浆洗房、弹棉、钟表、

皮革、自行车、被服、制鞋、纸坊、刻字铺等。中华民国时期较大

的手工业作坊是孙家纸坊，从业人员十人，生产窗户纸。1 939年以

前，手工业作坊三十六户，从业人员九十三人，1 9 39年l o月以后，

手工业作坊增加到一百四十八户，从业人员增加到四百三十九人。

木器行业二十四家，从业人员一百五十八／人；被服行业二十二家，

从业人员四十七人；鞋店行业十家，从业人员四十人；铁炉二十四

家，从业人员五十七人。据宣统二年《实业统计表》资料记载：

1 9 1 1年至1 93 1年主要的店铺进元长、和兴号等十八家商号，五百七

十余从业人员；1 934年到1945年较大的商号，由于日本商行的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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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致使大部分倒闭，剩存的商号仅十五家。其中酱菜业有久康、肇

太等五家；经营百货的有元兴东从业人员五十余人，协兴盛从业人

员二十人；旅店有福安栈、和兴华、福光客栈；文芳照相馆、美容

所、亚洲理发店、蛟河浴池；东会友．盛友居饭馆；永兴厚、大德

昌、顺发长药店，还有经营烟酒的元祥、义和恒．同兴利三家商号

和一家经营五金的义太长。全县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工商业户共有七

百二十一户。

工业．手工业、商业的出现、发展，形成和壮大了工人阶级。

解放前，全县产业工人九百七十一人，手工业工人一千一百四十五

人，店员五百一十九人。 。

第二节 正人运动

1、．煤矿工人的劳资斗争

l 92 8年奶子山、衫松，望宝山，滥泥沟等四个煤矿，产业工人

达九百七十一人。

资本家开煤矿，资金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是资本家

雇佣的劳动者。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好处，经常不给工人

发工资，给工人生活造成了贫困，从而导致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引

起了阶级斗争。1928年底奶子山煤矿工人们已经干了半年多采煤的

活了，窑业经理孙大胡子只图个人安乐，把急如星火的工人工资置

若罔闻。工人们奋起斗争，他们先礼后兵，向资本家讲理，说：

“孙先生!半年没给开支了；现在快过年了，谁过年不得吃顿饺

子，你们吃饺子，让我们饿肚子，怎能下得去，快把工资给发了

吧"。孙大胡子说： “没有钱!”工人们愤怒了，说： 搿不给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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