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阳地区地方志丛书之三

黄山书社



湖南省益阳地区地方志丛书之三

益阳地区工会’志
、， ^

’

(1 9 14—1 988)，
、

●

” '，

湖南省总工会益阳地区工作委员会编
·

，
，

。黄山书社



《益阳地区工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禹文彩一．
二 ’常务副组长柳元青 。．

副组长’谢再英梁其昌 王云辉，‘
，组 员 李赞扬徐冬生 刘德华江建华

'，!+。、，崔华巨 潘兆云 龙益仁 李国贤

。’．刘罗海～董宗凡戴金龙杨天保

杨平童行健 张良干王菊辉

龙乐余刘湘中 ’、

《益阳地区工会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任’杨、平

。。执，’笔’谭绍军
、

资‘料杨平谭

戴金龙 崔
吴新辉 龙

核”稿柳元青杨
●

，

、

绍军谭科I向菊生

声远李国贤 董宗凡

龙 ’

平 李承泽



《益阳地区工会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禹文彩一．
二 ’常务副组长柳元青 。．

副组长’谢再英梁其昌 王云辉，‘
，组 员 李赞扬徐冬生 刘德华江建华

'，!+。、，崔华巨 潘兆云 龙益仁 李国贤

。’．刘罗海～董宗凡戴金龙杨天保

杨平童行健 张良干王菊辉

龙乐余刘湘中 ’、

《益阳地区工会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任’杨、平

。。执，’笔’谭绍军
、

资‘料杨平谭

戴金龙 崔
吴新辉 龙

核”稿柳元青杨
●

，

、

绍军谭科I向菊生

声远李国贤 董宗凡

龙 ’

平 李承泽



l

序。 l

l·J．+：。；：。j’。1一‘。序一一‘。、。t ⋯一‘一+

∥： 、：：√： ．!t
’

’。’ j：．-’：，’1。·．j‘‘。j：

，‘、pi i曩 ’叫。：：
。

i刘玉娥1 ．_：。
．j’。： 。一：，j?。j。‘_：’●’；：’， 。’。’j；_j： 、：

，。
’t，． ．j’．，： ·-。‘? 。j’：： ：

～J_

．!i，。f1：：j‘’’i
’

。；。。
·，。。』‘ ，o 0’一”：。’

：，：■盛世修志。4《益阳地区工会志》公开出版，是一件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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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i近百年来：j舞们伟大祖国，经历了由推翻封建王朝到建设社

。会主义韵历史巨变．在这期间，湖南工人阶级和全国工人阶级一

道，i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卓绝的斗争．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湖南的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是在毛泽

东，李立三、刘少奇、郭亮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领导下

进行的．．它对唤醒人民大众，推进全国工人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为中国工会运动建立了历史性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工会

组织，在中共湖南省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省工

人群众，为振兴湖南而奋力拚搏，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出了自己应

有的智慧租力量．把湖南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人物对革命和建设所

作的贡献忠实地记载下来，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

神财富j这是造福当代j‘惠及子孙白忏秋功业，是工运前辈．广
大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一代工会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_，
’

：7‘ ．。+。

：≮’：益阳地区的工人运动有着光荣历史。早在民国3年(1914年)，

安化马辔市码头工人便为提高工资举行过罢工．开始于1915年、：

坚持6年之久的沅江箩业工人保业权斗争，’曾震惊全省，迫使省

政府主席赵恒惕出面调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益阳地区的工人

骱级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大革命时期，他们团结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民，打击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剥削，支援北伐，抵制帝国主义侵

略，成为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中，他们踊跃参加抗日

救亡运动，并为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益不断斗争。当时，益阳

织造业全行业的罢工，达人工业社的工潮等，曾闻名全省．解放

战争中，工人群众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斗争，配合中国人

民解放军歼灭残敌的斗争，连续不断，为益阳地区和平解放，作

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全区

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解放初期的2万多人增至80年代

的37万多人，成为益阳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的主力

军．40多年来，职工群众发扬主人翁精神，锐意进取．奋力拚

搏，先进人物辈出，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23人，省级劳动模范

277人，地级劳动模范224人．地区的工会工作，呈现蓬勃发展好

形势．解放初期，区境各级工会组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密

．切联系职工群众，开展启蒙教育和扫盲教育，进行城市民主改

革，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推行企业“生产会议。制度，．实行民

主管理．尽力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对工会

的信赖．1958年后，因。工会消亡。风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冲

击，’工会运动受到严重干扰．在艰难曲折中，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为稳定工会干部队伍，兴办福利事业，开展职工教育和劳动竞

赛，组织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在。文革。’

中，广大工会干部与职工群众一起，尽力坚持生产，用实际行动

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1978年中国工会。九

大。后，随着全国工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地区工会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整顿发展工会组织的同时，益阳地区工会

80年代初期以开展。四化立功’劳动竞赛为中心，中期以民主

管理为重点．后期以职工技术协作为龙头，?不断开拓创新，‘促进

工会工作全面发展，并在劳动竞赛，民主管理．职工技协、法律

顾问，财务工作等多方面，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在我省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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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重要一席．《益阳地区工会志》如实地记述了益阳地区工，

人阶级近百年来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历史进程，记述了益阳地

区工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这个地区工人运

动和工会运动的兴衰起伏．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同时是工会工作者可资借鉴，可受启迪的辅助之书．无疑，它的

出版，对促进全区工会建设，将起积极作用．

我省工会系统编修史志工作，已历lo年，现已刭了大量出成

果的时候，我们编修工运史志的目的，不仅在于存史，缅怀工运

先驱；．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唐太宗李世民有

一句名言：。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j：一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事物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但历史总

是连续的j继承的．．湖南工人阶级的光荣斗争传统，工会工作的

光荣传统，毛泽东工运思想等，是留给我们工会工作者极其宝贵
’

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不断开拓刨新，把湖南的工会工作推上·个新的台阶，以不负

金省工人阶级对我们的重托。是为序。．·∥、!，{j，一．』-．：．
．

， 。，’1哆．， 7。I．

”lh nt；l· 、一一·．．。?，·《1
+

⋯。r． ，

． 量a，√．．_， 。{，-t，‘“，i．19’92譬}1月t长沙。’．!。：；’
：卜． ．．Ⅵ，’’。：： ÷‘(’．．!’：’_ ．∥．· 7；

’ ，
‘

(本序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省工会主席)
j

：1 i

‘’：：．，j； j．． ’；，：、t’：： ：： l?‘：：‘ ．： t+

，、‘：，。 ． 。j． 1，

。

：，．～-#?～。’：?；；√jj．’、!“。?·，。：i，；州，‘．一’： ，，。．

i j‘i‘．：i‘．t；r’1_一：√j：’7‘’t．7’r．。f_．j：；’i，L

。．，、?■o飞”’⋯．!’：。。0。 一； ，一， 7t、

．

“ ‘

、． 、 ：



’4 ．序

． ‘’?。．：。2。
’?

，， ． 。’÷一+j。 ．{一

*⋯ 一+．．■ ⋯：
．

：． 、4．’ ．．

’ 、
’： 庠：一 一，．．‘ ：一t

，J‘。一
’j、

。： r+。～。
，

、。’ ’?j：j一’、：
-·

’

’、 ：、．■-‘
‘

禹文彩1‘一．
。-o‘7． _。 ‘．，‘}’．，j⋯； 一，“‘；．

、。．
’。

。 ：-
”

i

’’
，二

。 ，：：。 ：

7。

、’ i。。

·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反映我区工人运动：工会工作的志书

《益阳地区工会志》经过近lo年的广采博收，勤耕细作，蛰予问

世7，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喜事，’我亦感到由衷高兴．
‘⋯，

。、这部志书由总述，大事记和工会组织，民国时期工人斗争、

工会工作，人物，．附录5篇构成，共约35万字，她的面世，填补

了我区工运史研究的空白． t： ． i ’． ，i 1一

‘。、本书资料比较翔实，述事较为简洁，语言文字亦尚朴实，有
。

一定的可读性，史料性和知识性，堪为各级工会组织，广大王会工

作者和史志工作者以资借鉴的好书，也不失是一份较为宝贵的文‘

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深信，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

大工会工作者，乃至职工群众通过阅读此书，将知古鉴今，展望 ．

未来，振作精神，开拓前进。，谱写出更加绚丽辉煌的工运历史新
篇章i

。+

i’
’’

本志成稿，得到了湖南省总工会和益阳地区史志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指导；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史志工作者以及一些老工

运前辈给予通力协作和配合；具体负责编修的同志躬耕勤勉，付

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我特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敬意l
是为序．

’

l 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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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说明

’·‘ 0

j’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编写的基本指争 ．

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记述益阳地区工人运动，工会运

动的历史与现状，‘以今为主，古今兼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色、地区特点和工会专业特性． ，一

二，本志断限，上起子1914年安化马辔市码头工人罢工，下

迄于1988年。个别条目因其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为展示

事物渊源，保持所记史物完整，充分展现现状，适当下延至1990

年．记事空间范围，原则上限于1988年益阳地区直属单位及所辖

4县，2市和地属国营农渔场，但解放后境域多有变动，所有统

计数据，均依当时工会统计年报，不作任何加减，个别内容涉及到

原为本地区今已她出的地方和单位．解放前和1952一1962年益阳

专区撤销期间的史实．一般只记县市情况和综合性史料，用“区

境”而不用全区称谓。 ．

’

，‘：．⋯：‘

三、本志结构取章节形式．分篇、章，节、目4个层次j

个别目以下设有子目．各篇章按横分门类，事以类从的基本原则

设置，按从综合到分类，从工人到组织，从活动到人物的顺序排

列，志首设总述、‘大事记．总述从宏观上综述全区工人运动，工

会运动的大势大略，大事记作。经”，，以提其脉络而包举各篇章

之纬．全志以第三篇“工会工作’为重点，其篇幅约占全恚的‘二

l／3． j ≈ 。， ； ．1 ：
1。1

i； j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述，记．志，传，录、

图．表诸体兼用，以志为主，照片集中予卷首，其余图表分别附



6 编辑说明

于有关文字前后．

五，志中数字，除引文、序词和专用名词外，举凡计数，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时间表述，清代以前用帝号纪年，从中华民国

开始，一律使用公元纪年；计量原则上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个别地方援引历史资料中的旧计量单位，一般不作换算。志中所

涉及的地名，一律依当时习惯，并括注今名，今地名和所涉及的

单位，均依当时名称；地区工会除“文革”后期短时曾以■级地方

总工会存在外，其余时间一直是作为湖南省总工会的派出机构而

存在的，因其全称太长，志中一律简称“地区工会”．”专区工会’．

六，本志所有资料，均经考核筛选，概不注明出处，·但引文

出处，：贝Ij以注释说明．、’：．r
。。

。‘，⋯

’：．七，．第=篇。工会组织”收录对象，．中华民国时期无统一标

准，只要能找封资料的，尽予收录；新中国成立后，则限于县市

总工会和地区壹属基层工会，县市以下基层工会概不收录．工会

领导人名录j：。律按任职先后排列；委员、常委等同职人名，则

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同时有两个以上同职的人名，均以任免机

关文件排名顺序为准，明文规定了排列顺序的，另行说明。所录

工会干部，均按工会组织建，改．撤、并的时问划段载录．县市

总工会还以代表大会届次划段。机构沿革及领导人任职的起迄时

间，只写到月，具体Fi期从略。在一个阶段(或一届)任职期满

的领导人，不注任免时间；开头任职，中途离职的，只注离职时

间；‘中途任职至届时终止时间的，，只注任职时间；中途任职又中

途离职的，则起．止时间同时注明．地区直属基层工会按系统依

习惯为序排列，其主要负责人只牧正职或主要负责人，任职时间

概不注明。领导人的任职，不管有无任命通知或是否直接选举，

一律注“任”；离职，有免除通知的，注。免”，’无通知的注

。止”j因开除，撤职，离(退)．休等其他原因而免职的，另行

说明：．：工会主要领导人如系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一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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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从略．

八， 。人物篇”主要收录工运先贤，劳动模范和工会人物．

所有入志劳动模范(事略或名录)，均以地区工会查实认定者为

准；原在本区工作，现已调出区境者和外省调入区境工作的劳模

均予收录，但由本省其他地市调入区境工作者则未收录；地级劳

模只收录由益阳地区行政公署授予者，省直各厅、局所授劳动模

范，不管其由地区工会认定与否(后认定为省级劳模者除外)

概不收录；因各种因素没有保持荣誉，被取消称号者，作附录附

于有关章节之后，姓名前面有。△。符号的为已调离区境或下落

不明，地区工会暂未管理者。 。工会人物’一章主要收录由全国

总工会和地区工会授予称号的优秀工会干部和优秀工会积极分

子，出席全国历次工会代表大会的益阳代表和湖南省总工会历届

委员会委员，不管其保持荣誉与否，均以当时光荣榜(册)为

准，概不说明；外地调入区境工作的优秀工会干部和优秀工会积

极分子概不收录．人物排列顺序，工运先驱传记，全国劳动模范

事略均以姓氏笔划为序；省级，地区级劳动模范．优秀工会工

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等名录，均以当时光荣榜(册，排列顺

序为准，并分级别，分届次依时为序，划段载录．人物所在单位

均以光荣榜(册)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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