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海县工会志

方志出版社



主 修

协 修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特约编辑

摄 影

校 对

赵士浩

徐晔宇 韩j萍

刘书田

张爱萍 戴增沂

冯寿祜

蔡中堂余震西

樊继苏花景庭

张家信 顾兢克 蒋 焱 崔开阳 曹登高

王友朝 尤力生 肖保进 桑觉群 许 剑

汤 平周 军，戴增沂’

戴增沂 李家骅



东海县总工会主席赵士浩

全县工人群众翘首以待的《东海县工会志》，五历春秋，四订纲目，{

六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这是东海县工人运动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穗．

是东海县新编地方志中的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东海县工会志》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记载东海县工人运动、工会组l

织和工会工作的志书。在此之前，东海无一部志书能与之相提并论。。旧

志书不会也不可能涉及这方面内容，新编《东海县志》虽然设章立节，把{

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列为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它内容广泛，汴《齐l，

全，难以容纳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大量珍贵史料。《东海县

工会志》责无旁贷地完成这项历史使命!说它填补了东海县编修工会志

的一项空白，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海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

会组织日益健全，工会工作异常活跃，这为编修工会志提供了千载难逢I

的良机。东海县总工会成立编纂委员会，选聘修志人员，历经艰辛，竭尽

所能，广征博采，潜心笔耕，在省、市总工会的精心指导下，东海县地方

志办公室给予具体帮助，积五载之劳苦，终于完成《东海县工会志》的编

纂任务。

《东海县工会志》着重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以来东海县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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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发展过程，反映具有开创性的东海工人阶级在

各个历史时期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建国后东

海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全县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

所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东海县工会志》是一部东海现代工人运动发

展史，也是对东海工人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教材。

《东海县工会志》以大量翔实的资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坚持厚今薄古，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

是地记载史实，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诚为“一方工

运之全史"。

《东海工会志》体例设置合理，章节安排得体，语言朴实流畅，文字

简洁洗炼。案首一卷，百看不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东海县工会志》编纂过程

中，全体修志人员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磨砺数载，一气呵成。成就可观，

精神可嘉!值此志书告竣之日，我谨代表东海县总工会向全体修志人员

表示诚挚的感谢!向省、市总工会和所有关心、支持工会志编修工作的

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东海县工会志》即将出版发行。祝这部志书在东海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愿东海工人阶级和全县各

级工会组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再创辉煌，为东

海的明天谱写出灿烂的新篇章!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记述历史和现状，充分反映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

二、记述范围以现东海县境域为主，现境域以外(民国时期东海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陇海路南东海县)内容的记述以不割断历史

为原则。

‘三、建国后县总工会历任主要负责人、全国及省劳动模范作简介，

全国、省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市劳动模范及先进生产(工作)者、县系统

工会主要负责人及工会积极分子、出席全国、省、市历届工会代表大会

代表及当选委员名录，其他人物按以事系人原则随文记述。

四、地图、彩照、概述和大事记置于志前，中设4篇19章67节，附

录置于志后，表随文置。

斌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概述用纵述式与分类纵述式相结合。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六、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陇海铁路南北并存两个东海县民主政府，

志中分别标明路南、路北，以示区别。

七、上限尽量溯其发端，下限至1990年末；大事记、人物延至1994

年末。
、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略为建国前(后)。建国前纪年在各

篇章第一节使用时同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各种数据以县统计部门统计数字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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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海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与连云港市区相连，西达马陵山与山东省郯城县

交界，南与灌云县、沭阳县接壤，西南与新沂市毗邻，东北沿新沭河与赣榆县相望，

西北连接山东省临沭县。

东海县历史悠久。境内大贤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和挖掘，表明早在5万年

前，这里便有人类繁衍生息，创造着灿烂的古代文明发展史。春秋时期，东海为鲁之

东境，郯子国地。战国时期，东海隶属楚国。秦至元，东海分属朐县、朐山县、曲阳县、

东安县、即邱县，招远县等。明清两朝未设县，东海属海州地。民国元年(1912年)1

月撤州建县，改海州直隶州为东海县，县治设于海州城。民国元年4月，析县境东部

11镇置灌云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并建立华中和山

东两大抗日根据地。东海县地处华中和山东两大根据地的接合部，基本以陇海铁路

为界，南部和北部各建抗日民主政权，分属华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南部于民国29

年11月建立东海县民主政府，北部于民国30年4月建立海陵县民主政府。其境域

几度更改。民国34年11月，海陵县更名为东海县。民国37年11月7日，东海县

全境解放，原县城海州及重镇新浦划属新海连特区。民国38年5月25日，东海县

(路南)撤销，其境域并入灌云县和沭阳县。当时，全县总面积1167平方公里。1950

年5月，东海县与新海连市合并为新海县。12月，新海县撤销，恢复东海县和新海

连市。1953年1月由山东省临沂地区划归江苏省徐州地区，1983年隶属连云港市。

1990年，全县总面积2250．5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2．45万亩，辖6镇18乡2个

国营场，人口102．57万人，其中职工50653人。

东海工人队伍在艰难困苦中产生，东海工人阶级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

大，东海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成熟，作为一支强大的政

治力量，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东海工人阶级屡建奇功，争

创辉煌。民国初，随着盐业、开采业和邮电业逐步兴起，境内电力、铁路、港口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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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部门相继出现，工人队伍日渐形成。东海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深受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社会地位低下，政治权利被剥

夺，甚至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劳动条件恶劣，厂房简陋，没有通风、除尘设备，污染

严重，安全生产无保障，工伤事故不断发生。收入甚微，生活困苦。盐工每月只发2

斗高粱，瓦工每月至多收入4元钱，店员每月只能收入2元多。收入难以糊口，穿着

破烂不堪，有的连栖身之地都没有，还常常受到失业的威胁。为图生存求发展，东海

工人坚持长期不懈的斗争。斗争开始是自发的、分散的，逐渐形成联合斗争。民国

12年3月，工商界职工举行罢税斗争，抗议县知事拘押呈请改革税制的群众。9月，

海州电报局员工举行大罢工，声援上海电报局员工为改善生活而发起的总同盟罢

工斗争。民国14年4月，锦屏磷矿凉水井工人冲入矿务办公室，要求按时发放工

资。磷矿经理用开除工职恫吓工人，工人毫不退让，坚持不发工资不复工。与此同

时，东山矿也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支持凉水井工人罢工行动。这次罢工持续21

天，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民国17年12月12日，新浦、

海州等地的700名黄包车工人为争取生存，砸毁了资本家汽车。民国县政府派兵镇

压，并逮捕了3名工人。工人们怒不可遏，包围了县政府，迫使'-3局释放被捕工人，

同意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提高，工人队伍在斗争中得到壮大

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迅速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向自觉的政治

斗争，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东海的政

治大舞台上，成为一支非常活跃的生力军。民国18年初，海州、新浦等地1000多名

黄包车工人，在中共东海县委委员、黄包车业党支部书记黄宝龙的领导下，走上街

头，游行示威，反对新浦汽车公司包揽生意，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200多人被抓入

狱。黄宝龙的妻子郭志坚以妇女协会委员会名义，组织工人家属，反对民国政府镇

压工人。她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到国民党县党部门前进行“要亲人、要饭吃"的说

理斗争，迫使县党部释放全部被捕工人。北伐战争胜利后，东海县国民党内部互相

倾轧，争权夺利，分裂成两派。民国19年春，两派为争夺新浦码头工人的领导权，进

行明争暗斗。中共东海县委利用矛盾，发动工人反对更换码头领导人，并组织码头

工人及其亲属从新浦出发，一路游行，高喊口号，直奔海州，包围了县党部。县长慑

于工人的力量，答应不更换码头领导人，并保证不让工人失业。民国19年，大浦码

头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齐心会"，反对工头克扣工资。民国34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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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海地委城工部在白塔埠设一陇海铁路运输办事处"，组织搬运工人以运输作

掩护，联络新浦、海州工人，搜集敌方情报。民国37年11月初，中共地下组织领导

海州电厂、自来水厂、锦屏磷矿、陇海铁路等工人，开展护厂、护矿、护路斗争，迎接

东海全境解放。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东海职工满怀胜利的喜悦，努力搞好生产。在抗美援朝

运动中，全县职工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竞赛活动，争捐飞机款。在“三反’’、

“五反"运动中，全县职工踊跃参加，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54年，全县广大职

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目标、以贯彻生产“改革一为中心的劳动竞赛。1957年，全县职

工订计划，定措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9年，全县职工开展轰轰烈烈“九比’’(一

比完成任务，二比工效高低，三比发动群众，四比制造农具质量，五比推广使用农

具，六比保管和爱护农具，七比废旧品利用，八比共产主义大协作，九比各项工作)

红旗竞赛活动。1962年，全县职工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开展劳动竞赛。竞赛的内容丰

富多彩，竞赛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同行业、同产品的厂际竞赛，有企业内部同工种、

同业务的对手赛。1973年，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一运动，涌现一大批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80年，全县职工开展为“四化"建功立业的群众运动，企业职

工还全面开展岗位技术竞赛，1．9万名职工参加竞赛活动，评出技术能手172人，

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5年，全县竞赛活动出现新的突破，初

步实现由‘‘生产型"、“体力型’’、“速度型’’向“智力型一、。服务型"、“生产经营型’’转

化，呈现出形式新颖、方法灵活、效益明显的新局面。1987年底，全县职工深入开展

“双增双节一竞赛活动。这次竞赛活动的显著特点是把“双增双节一与开展合理化建

议相结合、与立功活动相结合，从点滴做起，为企业创造更多效益。至1990年，东海

职工队伍中，有2人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有111人被评为省、部级劳动模范或

先进工作者，被评为市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214人次。全县工会会员由1950年

120人发展到1990年23532人。这支庞大的队伍活跃在全县各条战线上，为东海

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_●一

东海县的早期工人组织，诞生于县境内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时期。民国14年，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波及东海，东海县各界救国后援会和新浦各界救国联合会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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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8月，陇海铁路徐州站工会海州分会成立。民国16年9月，国民革命军克复县

城海州，东海县城区工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民国17年春，撤离后的国民革命军

再次克复海州，国民党东海县党部组建东海县总工会。东海县总工会陆续组建大浦

码头工会、新浦货车工会、搬运工会、民船工会和盐工工会等。民国18年5月1日，

中共东海县委遵照江苏省委的指示，在产业工人中用音乐会、读书会等形式为掩

护，建立赤色工会。民国18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东海县进行大逮捕，东海县总工

会遭到清洗。清洗后的东海县总工会改为东海县总工会整理委员会。是年秋，县工

会整理委员会易名为县总工会。民国28年3月，日军占领县城海州，县总工会解

体。民国29年11月，东海县(路南)民主政府建立，民国30年8月，海陵县民主政

府建立。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县区工人组织相继成立。从民国30年5月至民国

34年9月，县境先后成立东海县(路北)职工联合会、海陵县职工联合会、东海县

(路南)职工救国会。民国35年2月，国民党在其统治区着手组建东海县总工会。5

月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成立理事会，下辖14个职业工会。民国34年9月至民国37

年11月，县境内解放区先后有东海县(路南)职工联合会、东海县(路北)职工救国

会、东海县(路北)职工联合会。1950年5月，东海县与新海连市合并为新海县，同

时成立新海县总工会。同月，新海县文化教育工作者工会改为县教育工会，同时召

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教育工会新海县委员会。不久，临洪等9个区

成立基层教育工会。1951年，东海县与新海连市分署。同年6月，东海县教育工会

成立，行使县工会职权。1954年成立东海县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5年12月

召开首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东海县工会联合会。1959年6月，东海县工会联

合会与县劳动工资部合署办公，1961年析出独立。1963年6月25日，东海县工会

联合会易名为东海县总工会。1966年1月14日，东海县总工会与县机关党委、工

商联、集镇政治部合署办公。1967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东海县总工会停止

工作。1973年8月24日召开第四次东海县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恢复东海县总工

会。1982年5月22日和1989年1月25日分别召开第五次、第六次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东海县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和东海县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东海县

总工会建有党组。总工会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女工部、生产部、财务部和办公室。

1990年，全县基层工会组织由1950年6个发展到234个。特别是乡镇企业工会的

产生和发展，给工会组织注入了勃勃生机。



早期的东海县工会，受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影响，曾提出“打倒军阀一、

。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放足剪发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全县各种“赤色工会"团结广大职工开展罢工罢课斗争，反对东海县国民党当局的

反动统治。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各级工会组织发动职工群众，配合八路军与

地方武装，炸毁日军弹药库，破坏敌军运输线，还组织职工截获日军物资，支援敌后

武工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各级工会组织职工群众参军参战，配合解放军和地

方武装，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扰，与反动武装进行了殊死斗争；同时积极做

好后勤工作，支援前线。涟水战役、宿北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全县工

会组织民工奔赴战场，运送粮食及其他军用物资，抢救伤员，遣送俘虏，为解放战争

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后，东海县工会组织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广大职

工，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创造性工作，成效卓著，彪炳史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海县各级工会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各

项政治运动，深入开展阶级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努力提高广大职工的

思想觉悟。1953年，全县各级工会通过回忆对比、算细帐等方式，对职工进行过渡

时期总路线教育，帮助职工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1958年，县工会联合会

组织全县职工掀起学习和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

路线一热潮，同时对职工进行“东风压倒西风努的思想教育。1960年，各级工会在职

工中开展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活动，教育职工积极支持农业生产。1962年，县工会

联合会在县委统一部署下，向全县职工进行备战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唆使台湾当

局企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罪恶行径，从而提高广大职工的革命警惕性。1965年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级工会组织老工人讲厂史、家史、阶级斗争史，进行忆苦

思甜教育，并组织青年工人访贫问苦，以提高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1976年，县工

会组织全县职工，利用各种宣传阵地，揭露和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1980

年，各级工会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在职工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基本原理教育，教育的重点放在青年职工身上。1982年，各级工会在职工中开展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促进全县精神文明建设。1987年，县总工会利用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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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座谈会、讨论会、知识竞赛、经验交流会等形式，组织职工深入学习中共十三大

文件，同时还在职工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1990年，县总工会在全县

职工中开展“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

么要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等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激发了职工生产积

极性，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各级工会民主参与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东海县各级

工会组织从各方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和经济文化建设，并代表职工群众

参与同级政府和行政部门决策。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在讨论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重大问题时，都有工会代表参加，并认真听取工会方面的意见。企事业行政组

织机构成员都有工会代表，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县政治协商会议，每届都有

工会代表和职工代表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

中都有县总工会代表为常委。各级工会组织运用多种形式，及时反映职工群众的愿

望和要求，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东海县总工会根据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和市总工会、计经委、体改委《关于

在企业中推广共保合同的意见》要求，抓点带面，全面推广，取得了经济效益提高和

职工生活改善的两个效果。县教育工会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大胆把企业“共保合

同”引进学校内部管理机制，创造了“学校目标全员共保协议制"，校长和教职工的

责、权、利统一于内部契约。这项工作是东海县教育工会的一个创举，在全国教育界

引起强烈反响。

县成立职工物价监督检查委员会，县驻地牛山镇建立职工物价监督检查站，县

总工会参与物价监督管理，办公室设在总工会。县职工物价监督检查委员会组织有

关人员，采取集中与分散、普遍与重点相结合的办法，经常深入市场、街道摊点、门

市进行检查，促进市场物价相对稳定，维护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县物价监督检查

站多次被连云港市评为先进集体。

县总工会配合县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用4年时间，在全县职工中开展《宪

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继承法》、《兵役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经济

合同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宣传教育。县总工会和各系统工会组

织举办学习班89期、法律知识竞赛19次，参加全国职工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竞赛

达7000人次。县总工会获江苏省及连云港市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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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工会成立法律顾问处，对全县工会干部和职工进行普法教育，参加国家

《工会法》、《劳动法》、《企业法》、《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营企业合同制暂行办法》

草案的讨论和修订，受职工委托参与代书、民事代理、刑事辩护等活动。

女职工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县成立女职工委员会，总工会内设女工部。女职

工在50人以上的厂矿企业基层工会建立女工委员会，50人以下的基层工会内配

一名女工委员，从事女工工作。全县各级工会在女职工中广泛开展“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为内容的“四自’’教育，提高女职工的竞争意识，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争做

新时代的新女性。县总工会还在全县职工中深入开展“rb帼建功、巧手奉献"活动，

发扬女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作贡

献。全县女职工中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喜人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

物，其中13人被连云港市总工会评为“女强人一。

各级工会广泛开展民主理财、民主监督检查活动，收好、用好、管好各项经费，

为工会开展活动提供物质保证。全县自上而下建立工会财务工作机构，健全财务制

度，严格财经纪律。各基层工会实行财务民主，接受职工监督；重大开支由集体商

量，报请县总工会批准。县总工会开展财务工作竞赛活动，奖励优秀者。在省、市总

工会组织的财务竞赛活动中，县总工会多次获一等奖；在省总工会首次召开的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县总工会获先进集体称号，并作了题为《坚持改革，探

索前进，努力收、管、用好工会经费》的经验介绍。

东海县工会组织从民国17年春诞生起，曲折地走过了62年，现已成为一个重

要的社会团体，在东海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东海县各级工会组织必将以

崭新的面貌，创造出一流成绩，铸入更加辉煌的史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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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华民国

民国12年(1923年)

3月3日 工商界群众举行罢税，抗议县知事拘押呈请改革税制的群众。

民国14年(1925年)

9月 海州电报局员工举行罢工，声援上海电报局员工为改善生活发起的总

同盟大罢工。10月4日，总同盟大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9月 陇海铁路徐州站工会海州分会成立，建立劳工子弟学校，为分会活动场

所。

民国16年(1927年)

6月9日 国民革命军克复东海县城海州，县城区工会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

不久国民革命军撤离，工会等群众组织亦解体。

秋 顾浚泉等3名中共党员在县内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17年(1928年)

春 国民革命军再次克复海州。东海县总工会成立，在基层相继建立新浦搬运

工会、大浦码头工会、新浦货车工会、民船工会等。

12月12日 新浦、海州黄包车工人为争取生存，砸毁资本家的客运汽车。县

政府派兵镇压，逮捕工人。700余名黄包车工人包围县政府，迫使政府放人。

民国18年(1929年)

5月 中共东海县委在产业工人中用举办音乐会、读书会等为掩护，建立赤色

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6月1日 东海县军警包围搜查国民党县党部、工会和学校，全县有45人被

捕。

民国1 9年(1930年)

大浦码头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齐心会"，反对工头克扣工资，

斗争取得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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