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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与之适应的劳 。

动和人事管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事管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

发展而不断改革和完善，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劳动人事工作，先后颁布了一

系列劳动人事政策、法律和法规，建立了一整套劳动人事管理体系，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起到

了应有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劳动、工资、人事

制度为适应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当前，围绕搞好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各地正在进行劳动人事

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史载兴衰治乱，以备千秋借鉴，志乃一方之全史，贵为后世致用。劳动人

事工作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广大干

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各级、各部门从事劳动人事工作的同志，

不仅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劳动人事政策、法律、法

规，而且要认真研究所在地区、所在部门劳动人事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指导当前的工作，

不断推进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冶县劳动人事局在这方面

作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编写了一部反映大冶县劳动人事工作历史的

地方专志——《大冶县劳动人事志》，为我们研究大冶县劳动人事工作

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份全面、系统、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件值得可喜

可贺的大好事。

我们高兴地看到，《大冶县劳动人事志》不仅记载了大冶县劳动人

事工作的光荣历史，而且向我们展现了大冶县劳动人事工作的光明前

景。从收入重要文件辑录的《大冶县国营企业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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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劳动制

度综合配套改革的热潮正在大冶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蓬勃兴起。

我们相信，大冶县劳动人事工作必将为大冶县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

展谱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新的篇章，为大冶这座古老文明

的铜都铁城增添新的光彩。

．纷扎姒旆长，V 199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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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冬开始收集资料至1992年夏脱

其稿。今天，由中国人事出版社正式出版

(公元967年)建县一千多年来第一部劳动

人事专志，填补了大冶县史志领域的一个空白，也是中国人事出版社出

版的第一部劳动人事专志，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劳动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在编写大冶县第一部劳动人事专志过

程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档案资料为依据，注重调查研究，略

古详今，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本志着重记述了建国

以来大冶县劳动人事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

项劳动人事政策、法规、法律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

大冶县劳动人事部门，顺应改革潮流，结合本县实际，在劳动人事、工资

分配、社会保险等项制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也是大冶人民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冶奋斗历程中光辉业绩的真实写照。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将向更深层次发展，改革的任

务将更加艰巨。《大冶县劳动人事志》的编纂成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劳

动人事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提供了一份系统翔实、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

编写劳动和人事合编的志书，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崭新工作。虽然我

们在编写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资料和时间的限制，加之编者水

平所限，本志会有不少疏漏偏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大冶县劳动人事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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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大冶县劳动人事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服务社会主

义建设的原则，因事而异，追溯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本志正文上限“卷首”起于旧

石器时代，下限止于1991年，个别内容延伸至1992年12月，照片拍摄至1992

年10月止。

一、内容

卷首为大事记。正文分为概述，建制沿革，劳动就业，劳动力管理，干部管理，

劳动工资，职工培训，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锅炉压力容器，人物等1l章。卷

末收录正文中无法编入的重要文献资料。

本志资料多属档案馆藏；重要数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

大事记按年代依次编写；概述部分记载本县劳动人事制度的变革，边叙边

议，论述结合；劳动人事机构沿革，说明历代官吏机构的演变和当代劳动人事机

构的更迭，连贯记述，纵不断线。其它各章均按编纂志书的要求编写。

二、体例

本志采用地方志的传统体制，记、志、图表、照片并茂。

三、编写方法

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或二者相结合的办法编

写。由于是劳动人事志，在内容上有的合章编写，有的是分章独写。突出时代特

点，以当代人事工作为主体；突出本县特点，选用资料以反映本县、本部门的过去

与现在的发展变化状况，旁系资料一般不取，力求专志贵专的原则。

四、志书行文力求合乎规范

凡词语、名称、称谓、时间、图表等，均按志书规定写；对“数码”的写法，除习

惯用法和个别情况采用汉字数码外，均用阿拉伯数字；采用公元纪年，需用各个

时期的纪年，均在括号内加注；凡引用法规和重要文献中的文字和数字的，均忠

于原文。 ．，． ．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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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冶 县 概 况

大冶县矿藏丰富，采冶发达，驰名中外。967年(宋乾德五年)，南唐置县，取“大

兴炉冶”之意定名大冶。县境内山川苍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往今来，既是鄂、

赣、湘物资集散之要地，又是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域，素有“吴越屏障，荆楚门户"之

称。经国务院批准，已列为湖北省对外开放县(-q)之一。

优越的区位条件

大冶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武汉、鄂州、黄石、九江之间，湖北省“冶金走廊”暖

地，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黄石市唯一郊县。总人口80．81万，总面积1 632．5平方

公里，辖8乡、15镇。

大冶县交通便利，形成公路，铁路，航运三大网络。公路有：106国道和武南、武

泉公路穿越县境，连接鄂、赣、豫、湘、皖五省。县内62条公路干线，总长801公里，

23个乡镇连为一体。铁路有：武大线南起大冶、与京广线接轨，三条支线通过县11

个乡镇，大沙铁路是连接华中、华东大动脉，从大冶直抵上海、福州，县冶金局、钢

铁厂、水泥厂、发电厂、还地桥镇自建了专用铁路线。航运有“黄金水道”长江流经

县境东隅，沿水路上溯下达，西接重庆、东至上海。境内大冶湖、保安湖航道，分别

从沛源口、樊口直达长江，长航设码头于沛源口，客货均可停靠。黄石5 000吨外贸

码头，距县城20公里。万门程控自动电话与宁汉渝光纤电缆联网运行，通讯方便。

区位条件之优越，矿产资源之丰富，吸引不少单位来邑地投资开矿，有中央、

省、市大、中型企业和驻冶单位32家。

丰富的自然资源

县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堪称“百里黄金地，无处不是宝。"已发现和探明金属、

非金属矿53种，大小矿床(点)270多处。其中金属矿有铜、铁、锰、金、银、钨、锆、

钼、铅、锌等17种。非金属矿有硫、煤、石灰石、硅灰石、大理石、花岗石、石墨、石

膏、沸石、石英、富碱玻璃矿等36种，铁矿石储量34 650万吨，是全国11个重点铁

矿石生产县之一；铜260万吨，名列全国六大铜矿基地之中；黄金t22吨，白银7'50

吨，居全省之首；煤炭年产量过百万吨，跻身全国重点产煤县之列；硅灰石1 400万

吨，居世界第二。国家重点冶金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及湖北黄金

公司之主要矿山均在县境内。

县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宜多种植

∑一>



大冶县概况

物生长。全县80万亩耕地，宜于种植水稻、小麦、红薯等粮食作物和棉花、荸蔗、油

菜等经济作物。其中芋蔗是湖北省重要产地之一，年产量达3 000多吨。76万亩山

地宜种植杉、松、竹、油茶、柑桔等30多种果木和党参、贝母等200多种中药材及

木耳、蘑菇等菌类植物。40万亩水域，可养殖银鱼、武昌鱼等名贵鱼和龟、鳖、螃懈、

莲藕等100多种经济价值高的水生动、植物。

悠久的历史文化

40万年前，华夏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商周时期，“竖炉炼铜”，采冶技术相当

于西欧19世纪水平。尔后，黄巢筑炉、岳飞铸剑、朱元璋置铁冶所，清朝末期，张之

洞创办汉冶萍公司，2000多年炉火不熄，延绵至今。

山川秀丽，名胜古迹点缀其间。县境东端有石龙头旧石器文化遗址，西陲有西

周鄂王城旧迹，南边有军事要塞五里界古城堡，城关有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属世界

罕见。“三台”山的古洞、古寺、古松、古碑等名胜古迹，可供游人观赏。小雷山的石

人、石狮、石浪、石鼓，真谓鬼斧神工，是新开辟的旅游风景区。金湖湛月，铜海飞

烟，鹿头夕照，龙角朝暾，太和云雾，雷岭石林，沼山叠翠，虬泾钟灵等八景，都赋有

传奇典故，号色美不胜收。大冶湖畔之青龙山塔、华严禅寺与青龙山公园连为一

体，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泛舟烟柳之问，令人流连忘返。

物华天宝之地，招来了历代文人墨客选胜登临。南朝江淹，宋朝苏轼，明朝赵

鼐，清朝柯瑾等留下了不少歌咏大冶风物的诗篇。钟灵毓秀之土，培育了近代革命

志士，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大冶组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以大冶为中心，模范

的“大冶兵暴”举世闻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李先念，

何长工，程子华，伍修权等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邑中仁人志士刘复，曹亚伯

等堪称一代精英。

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本县国民经济从废墟上蓬勃崛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值

16．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2．8亿元。

全县工业初步形成了以冶金、建材、机械工业为主体，能源、化工、轻工、纺织、

食品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结构，350余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4．3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70％，具有大冶特色的优势产品已

形成“拳头"，铁矿石，水泥，煤炭的年生产能力均达到100万吨以上。有30多种产

品进入了国际市场，销往美、日、法和东南亚、阿拉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农业经济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林、牧、渔业全面发展。1990年，粮食总产量

达到33．2万吨，通过山、水、地综合利用，畜、鱼、粮配套种养，成为湖北省重要商

品粮基地之一和黄石市重要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

城镇商业繁荣活跃。一个以县城关为中心，以乡镇所在地和中心集市为依托



大冶县概况

的商品流通网络已经形成。1990年，内外贸易总额达到4．9亿元。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城镇基础建设日益加强，社会整体服务功能不断完

善。

千年铜都展新姿，大冶这座古老文明的铜都铁城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21世

纪的到来。

上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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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大事记

石 器时代

1971年．在石龙头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存有更新世中晚期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化石和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等88件。

1949年一1958年，先后发现香炉山、毛铺、杨桥、李和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斧、石磷

等遗物。

商

公元前13世纪(殷小乙时期)，铜绿山铜矿的开采初具规模。

南北朝

436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月．章山水边出一铜鼎。

， 隋

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晋王杨广允许民间在白芝山(即白雉山)冶铜铸钱。

唐

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金牛建昌化院。

806"--820年(唐宪宗元和年间)，佛教智印祖师、广慧禅师分别到东方山、凤凰山建立寺

庙。

878年(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王霸元年)3月．黄巢在大冶王霸山等地冶铸兵器，大冶人纷

纷参加起义军。

905年(唐哀帝天韦占二年)，吴武昌军节度使秦裴置青山场院，大兴炉冶。

～ 宋

967年(南唐李煜七年，宗太祖乾德五年)，南唐升永兴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三个乡与之合

并，定名大冶县。

1080年(宋神宗元丰十三年)，大冶设有磁湖镇，南宋建炎年间设磁湖寨。

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岳飞在大冶劈山开矿，铸造兵器。

1135年(宋高宗绍兴五年)．佛教源公祖师到大冶天台山建立寺庙。

1244年(宋理宗淳佑四年)，南宋王朝禁止民间开矿，大冶矿工千余人聚集三山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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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年(宋高宗咸淳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月，蒙古贵族忽必烈部进兵大冶，铁山一

带居民惨遭杀害。

71：

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2月．元王朝禁止汉人使用铁器，邑人纷起反抗。

明

‘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设道士袱巡检司。

1374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县城东设铁冶所，称“安田炉”。

1376年(明太祖洪武九年)，大冶编户二十九里(嘉靖时并为二十五里)。

1417年(明成祖永乐十五年)知县张泉、教谕谢济，主修《大冶县志》。

1426年(明宣宗宣德元年)，知县梁嵩，县佐施乐主修《大冶县志》。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水灾，张伯还捐谷1 200石赈济饥民。

1444年(明英宗正统九年)楚庄王孟烷子季埂受封为大冶王。

1534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县主簿郭尚达，拒受粮长贿送鲜鱼．明、清两代《大冶县志》

均记其事。

1540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章山、道士}厌开采煤矿。

是年，知县起赵鼐、冷儒宗、徐应华主修《大冶县志》共七卷。

1550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吕调阳中进士，廷试一甲第二，明神宗元年升文渊阁大学

士，曾与张居正合著《帝鉴图说》。

1584年(明神宗万历十二年)。知县吴仁、邑人向日红主修《大冶县志》。

1588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春，谷价飞涨。数百饥民，砸开官府、富户谷仓，“肩负一空”，

官军镇压，“斗伤无数”。饥民圻阳人刘肇基率众起义．攻官府、杀富户，沿江以南势不可禁。

1637年(明毅宗崇祯十年)，吕瘦子、柯见柳等聚众4 000余人起义，声势浩大。李华在马迹

乡起义，遭武昌兵备副使镇压。吴君劲等据樊湖、保安、梁子山起义。

1663年(明毅宗崇祯十六年)．宫台里人余文明(曾任知县)因不满宦官弃职归里。张献忠

嘉其志．欲聘其出山，余不仅不从，反而携其子余国柱赴九江请兵镇压张献忠，官台里之民附和

张献忠，杀余文明一门百余人。

：室淆

1652年(清世祖顺治九年)．余国柱中进士。康熙二十六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1644年(清圣祖康熙三年)．民夫拥集北关反清，推左公铉为左将军。

1673年(清圣祖康熙十二年)．知县谢铼主修《大冶县志》。

1674年(清圣祖康熙十三年)．黄金龙在换绦桥起义．所部遍及鄂南、鄂东各县。

1683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纂成《大冶县志》11卷。

1724年(清世宗雍正二年)，各堡立社长，储积谷于社仓。

1754年(清高宗乾隆十九年)，柯瑾中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

1793年(清高中乾隆五十八年)．于青龙堤文起阁旁建造七级浮图(塔)，署日“青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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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清仁宗嘉庆四年)11月25日，竹敦岩煤窿穿水．死18人，知县传令立碑“永远不

得开挖坟煤”。

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二年)，黄土堡柯运俊捐谷600石赈济饥民。

1854年(清文宗咸丰四年)6月1日，太平军攻陷省城，洪山一战大冶子弟立功者最多。同

年7月，太平军在武昌开科考试，大冶、兴国被录者特多。

这年，太平天国在大冶四乡，照户抄册，设立军、师、旅等乡官，实行天朝田亩制度。并发田

凭。

1856年(清文宗咸丰六年)7月，石达开分兵自金牛、鄂城两路驰援省城，大冶子弟随军参

战者众。

1861年(清文宗咸丰十一年)春，太平军复进黄州，兴、武、冶之民群起响应。6月11日，太

平军由大冶退走江西，大冶2．8万人参加太平军。

1874年(清穆宗同治十三年)，招商轮船局在黄石港设码头；英商太古公司在黄石港开业。

是年，振威将军敖天印，倡议革除大冶“批头”(土地剥削)积弊。

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11月13日至23日，盛宣怀同英国矿师郭师敦，大冶知县林佐

等详勘铁山铁矿．并于大冶沿江勘定安炉基地。

1882年(清德宗光绪八年)，纂修《大冶县志·续编》。

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姜大梅在胡家窝建矿采煤(烟煤)，翌年袋鹅尾建矿采煤(柴

煤)。

1889年(清德宗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令知府勒哈里等到大冶查勘，次年2月查勘结束，报

称大冶之铁矿。百年开采亦不能尽”。

1890年(清德宗光绪十六年)3月，张之洞派林佐、李增荣等驻铁山铺．圈购大冶土地200

余平方里，采剥铁山铁矿。

10月，张之洞委候补知县张飞鹏兼办铁山运道事宜。

1891年(清德宗光绪十七年)3月．张之洞委张飞鹏开办王三石煤矿；委林佐等兴办铁山铺

至石灰窑运矿铁路，次年8月竣工通车，全程35公里。

是年兴建下陆机车修理厂。

1893年(清德宗光绪十九年)，大冶铁矿正式投产，工人1 700余人，当年产矿石3 000多

吨。

8月24日，张之洞乘船至石灰窑登陆，乘车抵铁山铺勘视铁矿．至王三石勘视煤矿。

1894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大冶于省城昙华林设冶城试馆，供赴省考试的邑人食宿。

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纂修《大冶县志·后编》2卷。

1896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4月12日，盛宣怀接办大冶铁矿。

1898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提请西太后每年购买大冶铁矿石5

万吨。 ．

1899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2月27日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签订《煤焦铁矿石互售

合同》。日本农商省在大冶石灰窑设监运铁矿局。 。

1900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7月7日，德商为了争夺大冶矿石，双方派兵舰到石灰窑江

边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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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邑人黄申芗秘密组织“同心会”、“新民会等团体”谋求推翻清政府。

德商美最时公司轮船在黄石港停靠。

1903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县设邮政局，下设刘仁八、殷祖街等代办所。

是年，石灰窑上窑杂货码头和四顾闸码头各设立箩行，是为大冶工人有搬运组织之始。

。朱国桢参加恩科考试、殿试第1名。慈禧以同科王寿彭有寿比彭祖之瑞．将朱、王名次互

换．改朱为第6名。

1904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年)．武昌革命党人创立科学补习所，邑人曹亚伯参予其事。

11月28日，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及日本兴业银行签订《大冶购买矿石预借矿价合

同》。从此，大冶铁矿主权全部落入日人之手。

1905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8月．曹亚伯和黄兴共同举持同盟会执行部工作。

是年，裁黄石港、渖源口牙厘分局．在黄石港设专收出产石料、石灰的统捐局。

1906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1月，成立县教育会；黄石港成立商会。下设18个同业公

会。

是年，县高等小学堂(武备学堂)开学。

县设师范传习所。集训秀才，数月毕业后，分任乡村小学教员。

年底，黄申芗组织“种族研究会”，向海潜组织“群英会”。

1907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7月，程祖福(庭益)在石灰窑创办湖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大冶水泥厂。

是年，曹亚伯赴英留学(191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

盛宣怀决定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次年2

月24日清政府农工商部正式批准立档。

1908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春荒，刘仁八附近农民要求开仓平粜，反对谷米外运，遭

到镇压。6月，千余佃户揭竿而起，进攻刘仁八，是为“九甲半攻打刘仁八”。

是年。邑人周孚创办富源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1909年(清溥仪宣统元年)闰2月，大冶设立审判厅。7月黄申芗设立共进会革命军第一镇

参谋部。 、

是年建立工业小学堂。

邑人周孚。詹次桓当选省咨议局议员。

1910年(清溥仪宣统二年)，成立县自治研究所。

是年，邑人会党副龙头柯玉山起义，以“劫富济贫”为宗旨．7月兵败。

1911年(清溥仪宣统三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大冶百姓挤兑官票，城关厚昌当铺

7昼夜不能关门。

10月8日(公历11月28日)，黄州军政府派兵进驻大冶，县城爆竹喧天。遍插红旗．庆祝

光复。

是年，县立团练局，招募兵丁240人。

日本派军舰停泊黄石港江面，对革命政府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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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1912年(民国元年)．孙武鼓吹湖北军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脱离关系，2月28日，黄申芗、

向海潜发动“倒孙(武)运动”。

11月，大冶铁矿火车司机罢工。

是年设立县议会，每堡选议员1人(大堡数人)。四会、永丰、宣化、安昌等乡各设议会。

设立县宣讲所。

董昆赢当选湖北省临时议会长。

1913年(民国二年)5月，湖北水泥厂因欠日债．被日本领事馆封厂，并被其海军陆战队占

领。

是年．湖北民政长官公署出资百万，向法商购回炭山湾煤矿。

汉冶萍公司在石灰窑(袁家湖)筹建大冶新厂；次年拟名“大冶钢铁厂”，并成立袁家湖购地

局圈购新厂用地11915年正式定名“汉冶萍煤铁厂有限公司大冶钢铁厂”。

周孚当选县议会议长，詹静哉当选省议会议员。

1915年(民国四年)5月，袁家湖购地局开始圈购土地田家墩农民反抗圈夺．袁家湖、黄家

湾等20多个村的农民支持反圈购，包围购地局。1919年购地完毕，东起西塞山，西达石灰窑．

南抵黄荆山．北至长江中心。计4 186亩，用银64．2万两。

9月，湖北官矿公署筹备开采象鼻山铁矿。1916年(民国五年)，华新水泥厂工人为反对拖

延发放工资罢工。

是年．大冶钢铁厂两座450吨化铁炉动工兴建。1922年6月第一座化铁炉开炼，1923年4

月，第二座化铁炉开炼。

1919年(民国八年)5月，大冶县中、小学校学生及工矿区工人．游行示威，响应“五四”爱国

运动的号召．清查和焚毁日货，并分途深入农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是年，铁山、下陆、黄石港、石灰窑、袁家湖工矿区，产业工人逾万。

1920年(民国九年)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大冶分会。

9月，林育英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派遣，来大冶工矿区开展工人运动；次年2

月，在大冶钢铁厂以翻砂工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11月．日本矿山局长长崎川才四郎到大冶铁矿活动。

1921年至1924年，大冶厂矿伤亡1 206人。

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成立中共大冶钢铁厂小组；次年5月成立中共大冶钢铁厂支部

委员会。

5月，成立大冶工矿区特别支部委员会。

10月。成立下陆机修厂工人俱乐部。
。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13日，大冶铁矿工人罢工．提出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

8条．矿务局接受部分条件，同意增加工人工资，2月4日复工。

2月8日，大冶地区以“工人联合会”名义．发表题为《强烈抗义军阀吴佩孚、肖耀南镇压工

人运动的滔天罪行》宣言．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肖耀南派兵袭击大冶各厂矿工人

俱乐部I省工团联合会特派员、大冶钢铁厂工会委员长欧阳芳等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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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5月1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冶厂矿第六特别支部委员会。下

旬．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来大冶工矿区指导工人运动。7月，曹壮父在曹家堍地区成立“拒毒

会”，举行千人游行，捣毁鸦片烟馆。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大冶厂矿失业工会和职业工会在下陆成立。
’

春，军阀吴佩孚向大冶厂矿索捐50万银元全部转嫁到工人身上。

4月，旅沪学生姜彪创办《大冶》杂志。次年秋旅汉学生陈洪洲、陈瑞等创办《微风杂志》。

5月1日，大冶厂矿工人派代表出席广州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7月，曹壮父，曹大骏等在龙山镇组织“青年促进会”、“天足会”。萧楚女、恽代英等在城关

北门创办大冶图书馆(中共秘密活动机关)。

曹壮父、曹大骏、冯雪涛等创办《龙山月刊》、宣传共产主义。

1926年(民国十五年)1月，成立中共曹家堍支部，曹玉阶任书记。

2月，南山头成立农民协会。

3月，龙山镇成立秘密农会，曹玉阶任会长。

7月．中共武汉地委特派员刘季良到大冶图书馆指导工作，成立中共大冶特别支部；在中

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冶成立国民党县党部。

9月13日，国民革命军将领李宗仁率领第七军过大冶湖入赣，大冶组织民船百余只昼夜
渡运。

10月，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李兆龙以特派员身份到大冶工矿区开展工人运动。

“月，成立中共黄石港地委，丛允中任书记，李良才任组织部长．李襄群任宣传部长，李兆

龙任职工委员会书记。

12月．大冶钢铁厂共产党员、工人仇国升和象鼻山铁矿工人李尧等人赴武汉．参加湖北省

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冶厂矿妇女协会和童子团相继成立。

1927年，(民国十六年)1月10日，大冶总工会在牧羊湖成立，并举行游行示威。会后，总工

会公审工贼，枪决13人。

成立中共大冶区委，李实兼任书记。

2月，大冶总工会收缴大冶厂矿巡查处枪支弹药，成立工人纠察队。

3月。成立大冶县农民协会，主席曹德胜。成立大冶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建立农民赤卫

军。

7月中旬，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从武昌去江西，途经石灰窑暂驻．大冶工农武装500

余人，另有青年100余人，参加贺龙部队。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率一连人从武汉去

九江．途经石灰窑，驻扎在二门国民子弟小学。

8月．中共大阳特别委员会，组织秋收暴动．开展破路斗争。

lo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派胡朝珠为书记，组建中共阳大县委，驻项谷文村．月底移至华

家山。

1928年(民国十七年)2月中旬，中共阳大县委袭击小箕铺民团。击毙团总刘慧澄。

4月．日本在石灰窑设立。工务所”，以加强对大冶厂矿的控制。

6月。曹壮父去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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