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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朱希朴

《新沂市工会志》在中共新沂市委、市政府和省、市总工会的亲切关怀及有关

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在徐州市总工会编志办的指导下，经过近10年的努力和辛勤

劳动，现已出版，这是新沂工运史上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新沂工人阶级和广大工会

工作者的一件大喜事。

本志记述的内容主要包括新沂近代手工业工人的产生，近、现代产业工人阶

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斗争、职工团体和工会组织的出现以及到1994年底新

沂市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纵横近百年，为新沂工人阶级的伟大贡

献和新沂工人运动以及工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翔实的历史资

料。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新沂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大革命时期，

工人运动就萌芽。20世纪30年代后，新沂地区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新沂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沂工会工作近50年的经验证明，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坚持工会工作的正确方向，工会工作才能有所成就。工会

必须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维

护国家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工会才能成为

职工群众信得过的“职工之家”，才能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新沂市工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江苏省总工会、徐州市总工会、中共新沂

市委、市政府以及新沂市志办公室、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市保密局、市统计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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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得到了新沂市老前辈工会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新沂市

档案馆、市委、市政府档案室、市委组织部档案室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各局(公司)、系统、基层工会、市直各机关、部门也提供了大量资料，编纂人员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谨代表新沂市总工会、新沂市工会志编纂委员会在此一并

感谢!特别感谢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徐锡澄为本志题写书名。

由于编纂人手不足，加之水平有限，志书中难免遗漏和差错，敬请有识之士和

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1995年7月

。

：

磋-—确L甏《警

I：o鸡■●l易缁■-盈蔫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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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二、本志记事贯彻“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上限1912年，少数内容追溯

到清朝末年，下迄1994年，个别章节的重要事件，延伸到定稿时的1995年。

三、本志按事分类，横排纵写，依据内容分别运用序述、记、志、图、表、录等体

裁，以志为主，采用编、章、节、目结构。志首设“序言"、“概述’’、“大事记”、述记。录

不设篇章，表随文出。

四、本志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专设编章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

记和有关部分之中。

五、本志《人物编》人物均系曾在境内活动并对工会工作的发展有影响的人

物；人物简介收录对工会工作有显著贡献的人物事迹；人物名录分全国、省(部)

级、市级、县(市)级命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六、本志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前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年月；民国期

间先标民国时间并加注公元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政区、地名和工会名称均用当年习惯称谓，必要时加注说明。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文字流畅、朴实、简洁。

九、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各项数据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不足的采用有关单位提供并经

核定后的数据。

十、本志记述中的解放前、解放后，时间以1948年11月8日本境解放为界；

建国前与建国后或新中国与旧中国，均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间为界限。

∥



十一、本志资料取自历史文献、档案卷宗、新编《新沂县志》、《中共新沂历史大

事记》、《中共新沂县组织史资料》和采访调查老工会工作者、老职工的口碑等，凡

入志资料，均经核实，不再注明出处。 ．

十二、本志按《江苏省地方志行文通则》和《江苏省工会志行文通则》行文，在

横写门类中遇有内容交叉重复时，采用详略有别，并作适当处理。

，l，；●《i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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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沂市位于江苏省北部边缘，地处东陇海铁路中段、苏鲁两省交界处。北与山

．东省郯城县接壤，南临骆马湖、新沂河与宿迁市相望；东和东北部与沭阳、东海两

县毗连，西与邳州市为邻。市域东西直线最长距离62．7公里，南北宽41．4公里，

幅员总面积1613．04平方公里。1994年底，全市地政区划设置10个镇，16个乡，

12个国营场圃，总人口为90．62万余人，其中全民和集体职工人数为55287人。

新沂市东近黄海，地处中纬度地带，地理位置为北纬34。07710Ⅳ"--34。26
7 58"，东

经117。587 54""--18。43 713"。属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年际间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

充沛，寒暑变化显著。新沂披山带河，原隰交错。境内沂河、沭河纵贯南北，马陵山

雄踞腹地，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汇流于市境西南部，构成区域性水系网络。江苏省

历史名镇窑湾镇滨湖临运，隋唐后，漕运既开，商贾云集，手工业发达，渐成商埠，

享有“小上海"之称。新沂境域以洪积冲积平原为主，几近“三分天下占其二"，兼有

以马陵山为中轴心的岗岭坡地和沿湖部分湖荡地，盛产水稻、小麦、玉米、花生。新

沂大地结构位于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交界处，基底为东海群片麻岩，属中晚生界

至新生界河湖相，砂层堆积，这种地质结构，形成了境内多种矿藏生成的品类和分

布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已勘探查明多达30余种矿产，现已开发利用27种，其中

石英砂远景储量达22亿吨，含硅量达90％以上，是军工、冶金、化工、电子、玻璃等

工业生产的高级天然材料，黄沙储量达2亿吨，瓷石储量近亿吨，水晶石遍布阿

湖、黑埠、高流等乡镇岭岗地带，储量占江苏省的40％。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适宜

的自然地理环境，给年轻的新沂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占山河之毓秀，享物

产之丰富，踞矿藏之富饶的物质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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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市地当要冲，交通发达。境内亚欧大陆桥东陇海铁路横贯东西，新建沂长

(新沂一浙江长兴)铁路在新沂与陇海线接轨，不久将北伸临沂，经潍坊，过胶济线

直抵德州，形成我国京广、京沪线以东又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加之山海关至广州

的205国道和徐连(徐州至连云港)一级公路，穿经市境，通过城区，使新沂这座位

于徐州、连云港、临沂、淮阴四大重镇中心的工商业新城市，具有“铁、公、水”三位

一体、扼南北咽喉、控东西走廊的交通枢纽地位。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设

施，增写了新沂史称“东望于海、西顾彭城、北瞻泰岱、南瞰淮泗”的新篇章。人工环

境的建造和大自然的安排，为新沂市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发展、壮大创造了得天

时、占地利、享政通、悦人和的优势条件。

新沂古老而又年轻。据考古发现，这里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北沟

乡何山头发掘的石斧、石锤、石坠等原始石器验证新沂地区是徐州市辖六县(市)

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马陵山乡花厅村距今达5000年之久的殷代古文化遗址

出土文物中，有扁足鼎、高足豆、大口樽、综等陶、玉璧、玉珠等3000多件珍物，工艺

精湛，是继龙山和青莲岗文化发现后又一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和研究黄淮下游史前

文明史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据此，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论证，将中国奴隶社会向

前改写了1000年。炮车镇挖掘出土的距今1800年前，东汉时期纺织图画像石(现

存徐州汉像馆)，像石画面精刻纺纱女、纺纱车、织布妇、织布机，展现了先人纺纱、

织布有序运作栩栩如生的情景，揭示了新沂地区家庭手工业的发端甚早。

新沂建置前，隶属频变。这里春秋时为“钟吾国尹域。秦时建司吾县，而汉时分

设司吾、建陵二县，南北朝期废司吾县，地入宿豫，唐贞观元年(公元762年)易名

为宿迁县，新沂大部分地域隶属宿迁县达千年之久，直至1940年8月，为适应抗

日斗争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沭(阳)宿(迁)、海(东)建立了沭宿海联防办事处，

1942年4月又建立了宿北办事处。后又于1942、1943年的8、9月，分别建立潼阳、

宿北二县抗日民主政权，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首战窑湾，潼阳、宿北

全境解放。1949年5月20日，由宿迁、沭阳、东海、邳县四县边区析置新安县(或称

由原潼阳的5个区和宿北县的9个区(占城区除外)合并成立)，隶属苏北行政区

淮阴专区。1952年9月25日经政务院批准，以新开新沂河更名为新沂县。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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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改属徐州专区。1983年3月地市合并，遂属徐州市辖县。1990年2月5日，经

国务院批准，撤销新沂县，建立新沂市(县级)至今。新沂市工会组织，随县市的更

名而更名，随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隶属关系。初名苏北总工会新安县工会，继又

更名为新沂县工会、新沂县工会联合会、新沂县总工会、新沂市总工会等，先隶属

苏北总工会淮阴专区工会，后隶属徐州专区工会领导，今属徐州市总工会领导。

新沂手工业历史悠久，秦汉时铁木业、陶业、石业、纺织业家庭式纺织业等多

种行业始兴，各类工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隋唐后至明清，漕运兴起，古镇窑

湾地处京杭大运河南北要冲，陆路四方辐辏，水运舟楫连绵，渐成商埠，市井繁荣，

清代享有“繁富甲两邑"之称(窑湾时以镇内界牌为界，分属邳县、宿迁两县)，诗有

“傍湖临运据要津，百物集散是中心’’的描述。新沂近代工业孕育于清代，成长于民

国初年。清康熙年间苏州商人王姓在窑湾开设万茂酒坊，酿造绿豆烧、玫瑰露、木

瓜烧、高梁烧等烧酒，其中绿豆烧利用大麦、小麦为原料，配方52位中药，饮誉宁、

沪、杭，并被列为贡酒，地方人有“常饮窑湾绿豆烧，不去求医病自消”的佳话。民国

2年(1 913年)，镇江商人投资窑湾开鸡蛋厂，制蛋黄、蛋白运销上海，时收蛋旺季

有工人近300人。与此同期，造船业和船行(俗称脚行)亦发展兴盛起来，时船行职

工近千人。随着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堰头大地主王炳金率先由单一

经营土地转向经营工商业。境内其它各地地主亦先后开办糟油坊，进行土地和工

商业双向选择。1931年统计资料记载，窑湾镇常驻户多达6000余户，人口3万余

人，外地客商达19省籍人，全镇店铺、行栈、作坊等有512个，从事手工业的铁工、

木工、制鞋工、制帽工、织布工、织袜工、印染工、印刷工、制药工、烟丝工、厨工以及

码头搬运装卸工等从业人员高达6500余人，镇内并建有山西、江西、福建以及本

省苏镇扬4家会馆。故时谚云：“十家难有一家田，生计全靠当日钱”，揭示了工人

靠做工为生活来源的这一基本特征。窑湾镇手工业的发达和近代工商企业的新

生，在新沂地区工商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新沂地区工人阶级早期的

发源地。 ．

1927年东陇海铁路全线通车后，铁路产业工人随之形成、发展。新安镇得助于

铁路交通优势，手工业、商业发展较快，商人靳懋堂首先开办了汇丰公司，雇职工

30余人，并在新安火车站开设煤厂，同时兼营收购花生，用机器脱粒。臧鼎丰油坊，

大德油坊亦改人工榨油为机器榨油。面粉厂、铸造厂、南洋兄弟烟草分公司等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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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邮政、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亦随之发展，并逐渐取代了窑湾市场的

繁荣，成为新沂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邮电的中心。

新沂地区历史悠久的手工业和新生近代工业，由于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外强

的入侵，内战的迭起，加之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近一个世纪以来，时兴时衰，长期

处于停滞徘徊、年复一年的状态之中。其间特别是军阀混战，张勋辫子兵的骚扰，

上海“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日军侵华的劫难和国民党蒋介石军阀的统治，致使

新沂地区近代工业每况愈下，至解放前夕，景象萧条，少得可怜。

解放前，新沂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全国各地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封建主义、帝国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工人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工时长，

几无安全设施，工人以劳动的汗水创造的价值与所获得的劳动报酬，逆差极大，工

资低微，广大工人群众含辛茹苦，度日如年，处在养家糊口难，培养孩子读书更难

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艰难生活中。女工更低人一等，人格惨遭侮辱屡见不鲜，

童工更受尽折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的旧社

会，工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没有民主，经济上非但受老板的剥削和超经济的剥

削，而且还受到把头的抽取分成，故此，新沂地区广传“穷工人”之说。

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斗争。新沂地区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

命斗争传统。从她产生的那天起，就有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意识。早期工人多以

自发的、分散的、此起彼伏的采取怠工(俗称磨洋工)形式以示反抗。进入民国时

期，手工业承清代旧制，境内窑湾镇、新安镇、高流集等较大集市，多有行会组织，

但均系地方势力绅董操纵把持，而且各业行会多由把头承揽支配工人，把头“火借

风威’’，藉官行势，专靠抽取工人工资成数自给，实为敲诈工人的蟊贼。北伐大革命

后，境内木业、铁业、瓦业、竹笆业、搬运业、制药业、面食业、纺织业、鞋帽业等行业

职工多在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组织下，成立带政治色彩的职工会。时境内各业职工

会，以行政区划分别隶属邳、宿、沭、海四县工业联合会，各县“工联会"实为国民党

县党部的御用工具，专务统治工人，为工人所疾视。

新沂地区工人运动有组织的发动斗争，开始是由学校中进步的教职员工率先

发起的。1919年，北京学生激于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以曹汝霖、陆宗舆、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