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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耩诌耋 ：
、

江苏省第一部记述江苏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和工会

活动的《江苏省工会志》正式出版了。‘这是全省工人阶级、工会组织

和工会工作者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江苏省工会志》是江苏省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我国修志历史悠久，江苏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修志历来走

在全国的前列。但是在浩瀚的旧志书中，还没有一部是记述江苏工

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历史的。现在，江苏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中，把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列为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各级党组

织和政府对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重视。鉴于地方志内、

容广泛，门类较多，难以容纳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大量珍贵史料，

因此，江苏省总工会决定，省、市、县三级总工会在完成入地方志的

工会分志(篇章)编修任务的基础上，分别编修工会专志，有条件的

省总工会直属单位和省产业工会也编修相应专志。这一决定得到

各级工会的重视和地方志编委、党史工委的支持。现在《江苏省工

会志》和各市、县工会志陆续出版，填补了江苏修志史上的一个空’

白，成为江苏省第一代工会志。 ．
、

《江苏省工会志》记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从江苏古代手工业工

人到近代产业工人的产生，近、现代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

人斗争、工人团体和江苏第一个工会的出现，以及到志书下限时

间，即公元1992年末江苏省工会组织和工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纵贯上下几百年，横联左右十几个门类，约80万字，是江苏省

工会第，一部系统、全面的“百科全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以江泽

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党

的指导方针。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就要使全社会

对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使命有充分的

了解，增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成

员，更应了解本阶级的性质、地位、历史使命和优良传统，增强主人

翁的意识，树立主人翁的形象。《江苏省工会志》记载着从江苏省内
第一个工会——南京浦镇机厂(今铁道部浦镇车辆厂)中华工会诞

生以来的70多年中江苏省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记载着江苏

工会组织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团结、教育、组织、带领广大职工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斗争历程和光辉业绩，

记载着江苏工会组织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职能的历史和现

状，记载着各个历史阶段涌现出来的江苏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先

烈、英雄模范人物，是对广大职工群众、工会干部进行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为研究江苏工会的历史，指导当

前工作，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为研究、解决所面临的新课题，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

，《江苏省工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省

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保密局、省统计

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得到江苏省工会的老前辈、老同志的

关心和支持。中央和省历史档案馆，以及南京图书馆等单位为我们

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各市和部分县(市)总工会、省总工会各有关

部门、各直属单位和产业工会也提供了大量资料。省总工会内外有

几十位同志为这部志书出过力，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谨

代表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工运史志编纂委员会，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的感谢。 ．

由于编纂人手不足，水平有限，志书中难免有疏漏和差错，恭

请各方面有识之士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弥补。

1994年6月



三、本志编纂原则是求实存真，叙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1

纵述历史和现状，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四、本志上限按各门类追本溯源，下限断至1992年末。

五、本志记述工人运动，解放前除在-概述”、“大事记"中散记

外，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列入“工人斗争专记"章节，记述解放前
’

工人斗争概况和始末。解放后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参加的历次社

会、政治运动，不设专门章节记述，散记于“概述力、“大事记”和各有
』

●

关章节之中。 ’

’

六、本志收录的人物，按下列标准、原则和方法安排：

。(一)在“概述力、。大事记”、“编后记"、解放前工会组织、工人团

体、工人运动以及各有关志文中，按以事系人的原则，随文记述。

(二)在“工会组织”篇中，苏北总工会、苏南总工会筹委会、建‘

立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前的南京市总工会和江苏省总工会(筹委会、

工会联合会)收录历届历任委员、常务委员、正副主席(主任、副主

任)、正副秘书长，经费审查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共党组成员，纪律

检查组正副组长、纪检员，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产业(厅、局、公

司)工会、各专区办事处、各省辖市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历届、历任

正副职负责人。 ．

(三)在“人物’’篇中设“传略”、“简介"、“名录刀、“统计’’四个层
1



．次。已故的工人运动先驱、工会领袖立“传略"。，苏北总工会、苏南总

工会筹委会和南京市总工会(1 952年底以前)、江苏省总工会(筹委

会、工会联合会)历届、历任正副主席(正副主任)立简介。全国级劳

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记入名录，顺序按授奖名次排列。省级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江苏省总工

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得者，分别列表统计。全国产业

系统劳模、先进生产(工作)者本志未收录。 ．

(四)为本志供稿、编写、分纂以及在本志编修机构工作三个月

以上的人员记名。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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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书写使

用国家公布的简化汉字。记述计量使用国家统一的计量单位。记述

1955年3月1日以前的人民币按新人民币换算。

八、本志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加括号注明相应年号，表示

年代用汉字数码，年月日及数字使用阿拉伯字数码。文中所述“解

放前”、“解放后"，全省以1949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

苏全境为界；省内各地以解放当地之日为界。

九、本志按《江苏省地方志行文通则》和《江苏工会志行文通

则》行文。在横分门类中遇有内容交叉，采取“此详彼略”、“此有彼

无"的方法，作特殊处理。 ．

十、本志资料来源，在编后记中交代，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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