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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新建县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

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认真履行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神圣

职责，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和动员全县广大职工群众，

为完成新建县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实现富民强县、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谱

写了光辉篇章。

为全面客观地回顾和记载新建县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光辉历程，研究总结新建

县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发扬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

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贯彻落实，依法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基本职责，充分发挥工会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社会调节作用，团结和动员全县广

大职工群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县总工会决定编辑《新建县工会志》。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鉴古察今、继往开来的一件大事。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我们本着“借鉴历史，指导当今”的指导思想着手编纂《新建县工会志》，

这是一部记述新建县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历史的史志类图书。

志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系统地记载了工人阶级为保护自身的利益、争取彻底解

放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和工会自身建设的各项活动。

新中国成立前，新建县工人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又

一次罢工斗争，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新建县工人阶级这段

光荣的历史记录下来，将成为进行革命理想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活动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

成立六十五年来，工会作为广大职工的重要代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

着积极作用，并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人运动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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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级工会干部、积极分子继续密切关心和维护职工群众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正当权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以

主人翁的姿态工作和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谱写新时期工人运

动的新篇章。新建县总工会在县委的领导下及上级总工会的指导下，认真贯彻执

行党的十八大路线，团结带领全县职工继续发挥主人翁精神，创造了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新业绩。我们要认真遵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勿忘昨天的苦难

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的要求，为实现“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新建县的工会工作将更加绚丽！

编者



凡　 例

一、《新建县工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古为今

用、放眼未来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新建县工人运

动和工会活动历史。

二、本志上起 １９２５ 年，下迄 ２０１３ 年，个别内容延伸到 ２０１４ 年，以保持其连续

性。全志共 １３ 章 ４７ 节。

三、本志按工会性质、工作内容分章、节、目，采用述、志、记、图、表、录体裁记

述，横排纵写，大事记（由于“文化大革命”浩劫，资料丢失而有些断档）以时为序。

年月日和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表示，计量单位一律使用公制。

四、本志涉及的地址、机构、职务等名称均按当时实际称谓记述。组织机构名

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后一般使用习惯简称，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

江西省总工会简称“省总”、市总工会简称“市总”、新建县总工会简称“县工会”、

中国共产党新建县委员会简称“中共新建县委”、新建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

等等。

五、模范人物简介只选用新建县全国劳动模范，江西省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

者只选取近阶段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主要事迹进行介绍。

六、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新建县工人运动简史》《南昌市工会志》《新建县

志》，县档案馆、县党史办、县工会档案室等资料，均经核实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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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新建县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随着时代的脚印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

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前，新建县工会处于初兴阶段。新建县吴城镇（现属永修县管

辖）各行各业工人在南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和鼓舞下，１９２５ 年下半年在工

人廖文奎、廖大旺、熊正武的发动和组织下，在本县最大的商业集镇吴城镇万寿宫

前召开了吴城镇总工会成立大会，并且成立了吴城镇工人纠察大队。大会选举廖

文奎任镇总工会会长，廖大旺为副会长，熊正武为秘书。会议提出口号：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劳工要自由！要求资方增加工资！要求八小

时工作制！要求把劳工每日两餐改为三餐。１９２６ 年上半年某日，由吴城镇工人

纠察大队长苏裕芝到南昌把汉口派来的特派员姜海清等人接到吴城镇。姜海清

来到吴城镇后，任吴城镇总工会会长。为了武装吴城镇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姜海

清和总工会成员商量，设计收缴了吴城镇商会控制的商团反动武装 ４０ 多条枪和

一些弹药。吴城镇商会和商团对吴城镇总工会巧夺枪支的行动怀恨在心，伺机报

复。１９２６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吴城镇商会操纵下的反动武装组织商团，勾结吴

城镇附近农村的土豪劣绅，纠集了不少打手，对吴城镇总工会突然袭击，进行血腥

大屠杀。吴城镇工会惨遭破坏。

１９４６ 年，抗日胜利后，县境璜溪、樵舍、江桥、大塘东乡等地先后成立了教育

工会。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吴城镇成立挑钩手工业和长坊木耙业工会。新中国成立初

期，２０００ 多名手工业工人散居在吴镇城、生米、樵舍、松湖等镇，在当地人民政府

领导下，松湖镇率先组建基层工会，接着，生米、吴城、樵舍镇工会相继成立，共有

工会会员 １２１６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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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县工会工作在历史的衍变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土地改革

前、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进入新世纪的发

展历程。随着工会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全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充分发挥

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

出了积极贡献。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３０ 年，新建县工会步入恢复和发展阶段。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开辟了我国历史新纪元。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

化。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变为国家领导阶级，成为新社会

的主人。１９５０ 年 ６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从法律上

规定了工会的权利和职责。解放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建县工会组织，全县

有职工 １３３６ 名，会员 １２１６ 名。

从 １９５３ 起，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是年 ５ 月，全国工会召开了第七

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工会组织的基本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系并教育

广大工人群众不断地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完成国家工业建设任务而奋

斗。在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新建县工会组织，全县职工和会员人数没

有多大变化。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全国工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确定的工

作任务：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工业，积极支援农业，集中力量执行即将开

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全国工会“八大”后的县工会组织，全县有职工 ８５９９ 名，

工会会员发展到 ３８７４ 名。全县有图书室 ３４ 个，图书 ６１９２ 册；小型业余剧团 ２４

个，文艺队员 ４０２ 名；各种球队 ３０ 个，人数 ７０３ 名；组织去庐山休养的工人 ８０ 名，

疗养工人 ３０ 名。生米镇搬运老工人杜水根说：解放前工人是牛马，解放后工人做

主人，工会组织我们上庐山休养，这事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今天我也能上庐山休

养。以后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国家三

年困难时期，工会发动职工群众大搞“一种”（种菜）“三养”（养猪、养鸭、养鸡），

从而保证和改善了职工群众生活。



概　 述 ３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总工会被冲击，被迫停止工作，至 １９７３ 年初才恢复县

总工会，但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工会工作仍停滞不前。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

革命集团的破坏，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会被污蔑为“三会”（全民工会、生产

工会、福利工会）“一团”（工团主义），工会组织被砸烂，许多工会干部、劳动模范、

积极分子受到种种迫害。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全县工会组织、职工和会员

受到很大影响，工会的房屋被占用损坏，工会的财产被搬走一空，工会的档案被毁

掉，工会干部被下放劳动，工会积极分子被批判。县总工会在“文化大革命”前，

根据工人迫切要求，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曾在长堎镇解放路兴建了一幢县

工人俱乐部，面积有四百多平方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县工人俱乐部变成了

“造反”司令部，后来变成了“阶级教育展览会”。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工会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

策指引下，全国工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建县工会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职工

增加到 １８３３１ 名，工会会员发展到 １５５９７ 人。全国工会“九大”后，县总工会主要

是抓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开展为四化立功活动的社会

主义劳动竞赛。如石埠供销社工会，１９８０ 年发动职工开展了为四化立功活动，全

店有 ３５ 名职工立了一、二、三等功，其中立一等功的有 ５ 人，立二等功的有 １３ 人，

立三等功的有 １７ 人；二是建立和完善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全县 １２０ 个企事业

单位，推行和完善了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有 ７８ 个。县酿造厂、南矶红

石厂、南矶供销社等单位，在推行“职代会”中民主选举了厂长（经理）；三是从

１９８２ 年下半年起恢复开办了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十六年的县职工业余学校。开

办了三个学期，有 １３ 个班，入校学员达 １１００ 多人，学员主要是在职的职工和少数

职工子女；四是新建了一座四层楼的县工人文化宫，总建筑面积 １７１８ 平方米，总

造价 １９ 万元，有大中小活动室 ２６ 间，宫前设有二座长 １８ 米的新闻宣传画廊和两

块各有 １００ 平方米的简易花园；五是开展了学赶先进立功竞赛活动。１９８２ 年，评

选先进集体 ４５９ 个，其中先进小组 ３５７ 个，评选先进生产（工作）者 ３５６８ 名，其中

女性 １１０５ 名。在开展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中，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 ５７４０ 个，被

采纳的有 ２９２０ 个；六是开展了职工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劳

模事迹以及好事新风，开展职工业余创作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举办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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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讲座、座谈会。职工群众业余创作了一百多篇作品，在省、市级以上报刊、

电台、电视台发表和录用。１９８３ 年 ６ 月，县工人文化宫作为全省五个先进单位之

一，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总工会文化宫、俱乐部先进单位的表彰大会，从而跨进了全

国二百多个先进单位的行列，并被全总授予“工人的学校和乐园”称号；七是实行

了劳保合同，关心职工群众生活。全县已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单位 ２７ 个，职工人

数 ８７２３ 人，９７８ 人领取退休金。协助企业行政办了幼儿园、托儿所、医务室。据

不完全统计，全县入托入园的职工子女有 １１８５ 名，有幼儿园专职教师 １０９ 名；八

是加强了工会群众劳动保护工作和女工“五期”（婚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

保护。各工厂都建立了群众劳动保护安全委员会，轻重工伤和死亡事故一年比一

年减少；九是工会自身建设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县建立系统工会 ９ 个、基层

工会 １６８ 个，有工会专职干部 ２７ 名。

三

改革开放以来，新建县工会进入发展和提高阶段。特别是全国工会“十四

大”后，工会在理论、体制和工作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党的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全国各族人民迸发

出极大的创造热情与活力，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中国工会事业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极好的发展机遇。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开拓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新境界，探索出了一条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

情、体现工会工作规律的发展途径。工会工作的对象从过去主要以国有、集体企

业职工为主，逐步扩大到既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又包括非公有制企业职工、

农民工和新兴产业职工；由过去主要以产业工人为主，进一步拓宽为包括产业工

人、其他工人、知识分子、管理干部在内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可分割的统

一整体。

县总工会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拓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组织工会

发展会员工作突飞猛进。以非公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和农民工入会

为重点，工会组织建设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①从 １９８９ 年县委批转县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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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全县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在乡镇企业中组建工会组织的

意见》后，推进了乡镇工会及其事业工会的组建。②１９９７ 年起在新经济组织（新

企业）中组建工会，成立“新建县新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组

织 ７ 个组建工作指导小组，深入基层具体抓组建工作，全县组建工作得到进一步

加强。至 ２０１３ 年底，全县共新建组工会组织 １３１５ 个，其中乡镇工会联合会 １９ 个

（长堎工业园区、松湖镇、石岗镇、流湖乡、厚田乡、西山镇、石埠镇、望城镇、长堎

镇、樵舍镇、象山镇、金桥乡、溪霞镇、乐化镇、大塘坪乡、铁河乡、昌邑乡、联圩镇、

南矶乡），系统工会 １５ 个（工信委、交通运输局、住建局、粮食局、供销社、商业局、

农业局、林业局、水务局、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教育局、卫生局、外贸局、建筑管理

局、二轻总公司），事业单位工会 １２２ 个，外商投资企业工会 １０ 个，私营企业工会

１１４９ 个，共发展工会会员 ３８４５７ 名。全县工会组织遍布各行业，形成了工作网络；

二是职工政治思想和文化技术教育水平明显提升。全县各级工会组织按照不同

时期形势发展要求，加强对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并改进方式。坚持在职工中开展

政策理论、形势任务、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的学习、宣传、教

育；开展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教育；在女职工中开展“自尊、

自重、自爱、自强”的“四有”教育；开展职工职业道德“双十佳”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三是企业工会活力不断增强。为贯彻《企业工会工作条例》，企业工会坚持

“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全县各级工

会组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搞技术攻关、技术协作、

发明创造等群众性的经济技术活动。成立“新建县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委员会”，

负责组织、协调竞赛工作。每年参赛职工在 １ 万人以上，占企业职工的 ８０％，年创

经济效益 １２０ 万 ～ １６０ 万元。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省劳动竞赛委员会在新建县召开现

场经验交流会。１９９５ 年后，主要围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开展竞赛活动，积极为

企业扭亏增盈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四是帮扶济困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改革

开放后，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的问题与体制转轨中机制不完善造成的问

题互相交织，历史遗留问题与新产生问题同时并存。特别是大量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就业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有些职工群众生活

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农民工群体在生产生活中也存着一些实际问题。各级工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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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开展送温暖工程，把困难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放在重中之重的位

置来解决，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五是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１９９４

年，县总工会贯彻实施《劳动法》和《工会法》，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进协调

劳动关系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建立和完善职工（代表）

大会制度。全县 ９５％的企事业单位坚持每年召开 １ ～ ２ 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和决定企业的重大决策或重要事项。在企业推行工会代表职工与行政平等

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制度。至 ２０１３ 年，全县有 ４７０ 家企业实行了集体合同制度，

２８７ 个单位建立了厂务公开制度，１８０ 余家企业开展民主评议领导干部活动，建立

和健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和工会法律监督机构，１７６ 个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建立健全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２８２ 个；六是工会自身建设不断得到加强。

各级工会加强自身建设和改革。努力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法制化，不

断增强工会组织的活力。加强工会干部的学习培训力度，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岗位培训和应适性培训，使广大工会干部完善了知识结构，提高了业务素质，增强

了做好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能力和本领。通过不断加强基层工作软硬件建设步

伐，各级工会组织从有工会到像工会，真正成为“职工之家”。县总工会工作得到

了上级工会的充分肯定，多次被全国、省、市总工会和上级党组织评为先进单位。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新建县工会

第一节　 工会组织

１９２５ 年下半年，新建县吴城镇（现划为永修县管辖）各行业工人，在南昌工人

运动的影响下，由工人廖大奎、熊正武等同志发动和组织，在本县最大的商业集

镇———吴城镇万寿宫举行了“新建县吴城镇总工会”成立大会，选举廖文奎为工

会会长，廖大旺为副会长、熊正武为秘书，同时成立了“吴城镇工人纠察大队”。

１９４６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境内的璜溪、乔乐、樵舍、金桥、江桥、大塘东乡

等地先后成立了教育工会 ６ 个，有会员 ２６２ 人。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吴城镇成立挑钩手工业和长坊木耙业工会。挑钩手工业工会

会员 ７４ 人，理事长叶先春；长坊木耙业工会 ６４ 人，理事长陶西园。

第二节　 工会活动

新建县吴城镇是江西省四大重镇之一，是江西货物的主要集散地。抗日战争

以前，吴城人口有七八万。在工人廖文奎、廖大旺、熊正武的发动和组织下，１９２５

年（民国十四年）下半年的一天，在万寿宫前召开了新建县吴城镇总工会成立大

会。这是新建县诞生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同时成立了吴城镇工人纠察大队。大

会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劳工要自由！并向资方

提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劳工每日两餐改为三餐的三项要求。总工

会成立那天，吴城镇全镇工人扬眉吐气，群情激昂。全镇鞭爆齐鸣，张灯结彩，热

闹非凡，还邀请戏班唱了三天三夜戏，热烈庆祝吴城镇总工会的成立。

１９２６ 年上半年（即民国十五年），由吴城镇工人纠察大队长苏裕芝到南昌把



新建县工会志
８　　　　

汉口派来的特派员姜海清等人接到了吴城镇。吴城镇总工会会长廖文奎、吴城镇

航业工人分会纠察队长吴秀海、吴城镇总工会秘书熊正武，组织数百名工人在吴

城镇后河码头上列队欢迎。一路上，锣鼓铿锵，显示了吴城镇工人高昂的革命气

势。特派员姜海清来到吴城镇后，改任吴城镇总工会会长。

为了武装吴城镇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姜海清和总工会成员商量后，决定巧夺

反动商团的武器。端午节的一天下午，镇总工会派人员侦察到商会头目都在望夫

亭品茶观景，屋里空虚，毫无戒备。镇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乘机夺取商会 ４０ 余条

枪，自此吴城镇工人有了自己的武装，反动商团的老爷们再也不敢对劳苦工人为

所欲为了，吴城镇总工会成了劳苦工人的靠山。

吴城镇反动商会和商团对吴城镇总工会巧夺枪支的行动怀恨在心，伺机报

复。１９２６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吴城镇商会操纵下的反动武装组织商团，勾结吴

城镇附近农村的土豪劣绅，纠集了不少打手，对吴城镇总工会突然袭击，进行血腥

大屠杀。当时，吴城镇总工会毫无准备，再加上内部又出了叛徒，结果吃了大亏。

叛徒胡冬林原是吴城镇总工会一名重要成员，对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经商会买通

之后，偷偷地把总工会纠察队枪支上的枪栓全部卸掉，还用麻布袋装好暗藏在一

个不易发觉的地方。商会控制的商团，经过严密谋划，对镇总工会突然袭击。镇

总工会和纠察队在敌人里应外合、四面合围的袭击下，腹背受敌，手上的枪支由于

叛徒卸掉了枪栓而无法使用，失去了抵抗能力，吴城镇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在受

到商会操纵下的反动商团袭击下，上级特派员、吴城镇总工会会长姜海清在没有

办法的情况下，隐蔽在吴城镇前河石灰窑场的一条翻倒的破船下面。第二天凌

晨，姜海清隐蔽的地方被一个去河边挑水的人发现，此人经不住钱财的引诱，把他

告发了。姜海清被捕后，被枪杀在商会门口，尸体被悬挂在吴城镇总工会大门口

（万寿宫玉皇殿）示众。在姜海清被捕之前，吴城镇工人想了很多办法送他出镇，

但都未能办成。如裁缝工人吴清桂，冒着生命危险，拿了一套服装和鞋帽去找姜

海清，以便让他化妆出镇。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姜海清已被反动商团抓走

杀害。

姜海清、吴秀海被杀害后，吴城镇人民至今还念念不忘。老工人苏宝明反映

说：“姜海清同志被杀害后，吴城镇工人都痛哭流泪，十分难过，大家异口同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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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总有一天要为姜海清同志报仇。我胞弟苏裕芝，是吴城镇总工会工人纠察大

队长。当时在其妻的保护下，藏在一顶大衣橱里，后来以搬家为名，我巧妙地送他

出了吴城镇，才保住了性命。抗战前我胞弟病故在江西黎川县，熊正武下落不明，

直到解放后都杳无音讯。廖文奎因后来没有当总工会会长，所以免遭商团毒手。

解放后病故在吴城镇。”商会刽子手李朗山枪杀姜海清后，解放初期畏罪潜逃。李

朗山的老婆还制造了一个烟幕，并在家中摆李朗山的“灵堂”，企图以此蒙混群

众。解放后，群众发现李朗山还活着，镇长吴有财带领几名工人，将李朗山捉拿归

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个恶贯满盈、罪恶累累、双手沾满革命先烈鲜血的刽

子手被人民政府镇压，人民政府为姜海清、吴秀海同志报了仇，讨还了这笔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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