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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总工会副主席 婚榭

《大连市工会志》是大连工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字工程，是全会一

项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和业务建设，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市总工会第十届常

委会和十一届常委会对此都极为重视，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投入很大的人

力和物力，历时七载，经过编纂人员的艰辛努力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终于

在大连工会成立70周年之际，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

情。

中华民族有一个优良传统——盛世修志。《大连市工会志》就是在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中出现的志海一粟。它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审时度势，秉笔直书，全面地系统地记载了大

连工会自1 923年诞生至1 990年的近70年间的历史。其中有工会组织的

沿革和人事更迭，有工会队伍的发展和事业建设，有工会职能的履行和各项

工作的开展，有工会先驱的伟绩和工会-r作者的活动，有劳动模范的功勋和

先进人物的金榜名录，还附录了一批具有较大的存史，资治、教化作用的史

料。它内容丰富，包容浩繁，是大连工会前所未有的一部百科全书。

《大连市工会志》的记事，重在明源清流，展示出事物的发展脉络，详



近略远，以现状为主，对大连工会运动的两个高潮(大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

时期)和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大连工会工作的发展及其成就，做了较为详细的

记叙，突出地表现了大连工会和大连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和历史贡献，反映

出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一般发展规律。任何人只要认真地读完本志，都能

对大连工会的昨天和今天的概貌有一个印象，加深对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

用的了解，知道工会的职能是什么，它有哪些与党政组织不同的特点。

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过去”。不了解过去，难以深刻地理

解现在，更难以顺利地开拓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在历史的联系中

发展的。只有弄清这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通古今之变”，才能准确地把握

未来。

今天，大连工会队伍已由最初诞生时的300余名会员壮大到1 1 O多万

人，成为大连市最大的社会政治团体，在大连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发

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肩负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变的新的历史责任。这特别需要我们以深邃的历史感把握未来，少走一

些弯路，少一些失误，加快前进的步伐，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大连市工

会志》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的大连工会的全部历史活动的

主要方面尽收其中，不仅可以探讨过去工作中盛衰起伏的因果，是非得失的

缘由，对工会的历史进行反思，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进行再认识，而且可

以为全市工会干部、会员和职工群众提供鉴往知来，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

珍贵文献；同时为关心大连建设的国内外的工会团体、工人组织和政治界、

经济界，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了解大连工人阶级，了解大连工会，同大连工

会合作，进行人员和经济，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交流，提供真实可靠的

丰富信息。这是一个可供开发的信息资源。

大连工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的

道路。在近70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大连解放后的近半个世纪的工人运动

中，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最基本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会运动的正确方

向，才能真正地把工会办成中国共产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学习共产主义



的大学校；二是必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大家办工会”，实现工会组织的群

众化、民主化，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千百万职工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才能使工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工会必须坚持全面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四项社会职能，在维护全

体人民利益的同时，大力维护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家

和社会生活中居于应有的地位，才能受到职工群众的欢迎和信赖，沿着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大连市工会志》的问世，是大连工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

个重大成果，为后入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结束了大连市工会元志

可修的历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久愈显其珍。

我相信它对我市的工会工作者和党政群团干部知史明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加快工会工作改革，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和大连的民主建设、经济

建设的新局面是会有帮助的。

199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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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Ⅱ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对建国

后的历史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

二、体裁。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体裁。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同日发生的几件事，第一件标发生日期，其余用。△”表示同

日；具体日期不详的事件，记在该月，该年纪事的最后．

三、结构．本志以总述、大事记为经，以组织、队伍、职能活动和人物、丛存编为

纬，经不名编，纬以编名；全志共设8编。各编下均设章、节、目3个层次，以目为基

本记事单元，记叙事物本末。附，分为章附、节附、目附3种，各附其后．全志设。丛

存编”，不设附录。

四、内容记述。本志本着。详近略远，简而不遗”的原则，重点记叙1945年大连解

放后的工会活动，但解放前的大连工会重要活动不可缺漏；为区分被统治阶级工会的职

能活动同统治阶级工会的职能活动性质的不同，将解放前的大连工会职能活动收入。丛

存编”，不入职能活动编。

对于不同编章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交叉的内容，采取“别出互见”的办法；一处列题

详叙，一处无题略叙；略叙处可略至点到为止，标明。参见X编×章X节×目”，以免重

复。
‘

对于地位特别重要或独具特色的重要事项，采取升格的办法，突出其重要性。

旅大市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的主要活动收入大事记，组织编和丛存

编采取。附”的办法，将市。工代会”及县区。工代会”的机构、负责人和文件目录收入相关

目后．其它各编不记。工代会”，以示其与大连(旅大)市总工会的区别．

五，断限。本志上限自1923年(大连工会组织诞生)起，下限至1990年(国家

。七五”计划完成)；上限之前必存史料入。丛存编”。

六、纪年．统一采用公元纪年．

七、称谓。地名，一律使用中国地图名称。对日本统治大连40年间使用的。关东

州”地名，除引文和殖民统治机构名称之外，通称。旅大”或分别称为旅顺、大连；对于

街道区划名称，在引用殖民统治时期的地名时，加注今名；志中。境内”系指下限时的大



连市政区范围；1951年之前的。大连市”所指区域不含旅顺市及今大连市所属各县

(市)。
1

单位名称，一律使用行文关涉的历史称谓；记事时限跨度内名称发生变化者，采用

上限时的名称；文中的。大连工会”是旅大区、旅大市、大连市(1981年之后)行政建

置区划内的各级工会组织的统称。

大连市总工会所属部门，单位、组织的立目，均取本志下限时其设置名称，此时已

裁撤、并合者，作为。附”文，分别收入相关目后．

简称，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大连(旅大)市总工会，在

特定情况下简称为“全总”、。东总’、。省总”，。市总。(1981年3月之前为“旅大市总工

会’，其后为。大连市总工会”)，行文中不加标注；其他单位的简称，在首次出现时加括

号注明。

八、人名表、录．收录方法是以事系人，各入其事条目中或附在目后，不都设在人

物编中；以表先于录高于录(是从形式的效果考虑其地位)；人名表、录和人物传的姓

名后的。?”，表示时间未详，。一”后空两字距，表示至本志下限的1990年12月，该人仍

在职(世)。
、

九、文献(包括文章，文件等)。凡与志目内容同属一个门类的，均附在各志目之

后，以为正文内容之补充：凡综合性内容的收入。丛存编”．选文标准是内容有独到之

处，可补正文内容之不足，且有较大的存史、’资治、教化价值。精选慎收。

十、文体。本志为撰著体，辅以纂辑。各层次本着“事以类从，类为一项”的原则横

分并列；但内容较少的相近事物，两三类合为一项．

十一、注释。采用夹注和脚注两种形式。正文的附带成分和文字量极少的注解，随

文以括号夹注，其余均用脚注。

十二、引文和数字一般均标注出处，但使用大连市总工会的档案和统计资料时，有

的不标出处．

十三、对引文(包括收录的文件，文章的题目和正文)原则上不加改动，但对可能

造成歧义、反义的明显错误的字、词、标点，加< >表示删除，添加在()内的

是订正的字、词，标点；漫渍不清的字用口表示．

十四、数字、度量衡单位等，均按国家对出版物的有关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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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旅大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郭述申(郭树勋，现年89

岁)题词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题词

n

汐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总工会主席李国忠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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