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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的报告

《申报》载大康纱厂

工人组织工会

罢工纠察大队长纪子瑞用过

的自卫工具——大改锥



I警澳商埠警察厅镇压罢工工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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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罢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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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灰鼹工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_晨报L关于青岛警察枪杀工人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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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五年六月青岛各界声援

青沪惨案游行的情形



”五卅”以后青岛日纱厂工人又进行罢工之宣

一九一九年青岛纱厂罢工工人赴市政府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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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纺织工业、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北京、陕西、河南、

河北和新疆、内蒙等8个省、市、自治区建设纺织厂发展纺织工业。

青岛纺织工人为改变我国纺织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作出了贡献。

(三)“郝建秀工作法”、“五一织布工作法”和“五三保全工作

法”是青岛纺织工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产生和推广，曾极大地

推动了纺织生产力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重新
学习“三大工作法”的科学精神，会对人们产生新的启示。

二、“青岛动力机器纺织发展史’’薹囊雾耋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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