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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

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

支柱，是会员和职-r-禾Ij益的代表。

一摘自《中国工会章程》



序
-__J-一

目

《宜兴工会志》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几年来的辛勤耕耘，现在问世了。

这是宜兴工运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市职工群众和广大工会工作者

的一件大事。《宜兴工会志》是宜兴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工人运动和工会

工作的专业志，值得为之庆贺。

宜兴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宜兴近代工业始

于清末，工人队伍诞生较早，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宜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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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进行斗争，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历史的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宜兴工会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团结引

导广大职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而创造性

地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功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宜兴各级工会在中共宜兴市委的领导下，带领广大职工始终站在改革开

放和经济建设的前列，积极履行工会职能，在民主管理、组织建设、群

众生产、社会保障、女工工作、宣教文体工作及自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充分发挥了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宜兴工会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记载了宜兴工人运动的

历史，显示其变化、发展和成就，是宜兴市一部较为完整的工人运动史

书，有助于“资治、教化、存史”。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激励



全市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历史责任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我市工

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世纪工会工作的

新思路，推动工会的自身改革和建设。

《宜兴工会志》历时数年，几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在编修出版

过程中，得到了无锡市总工会、中共宜兴市委、市政府等领导的关心和

支持，得到了市档案局、市史志办等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和老一辈

工会工作者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谢忱。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工会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我们坚信，在中共宜兴市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以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全心

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积极贯彻执行《工会法》、《劳动法》，以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工会各项工作，更好地带领广大

职工群众为全市两个文明建设再作新贡献，谱写宜兴工人运动和工会工

作更加绚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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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总工会主席 曹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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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践江泽民同

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求实存真，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宜兴陶工罢工的最早记载，下

限至2001年底。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概述综述历史，

反映现状。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记事本末体。志为主体，设章、节、

目三个层次，部分节中内容自成一体，没有设目，部分目下设子目。图照列

于全书之前，表随文出，附列于相关各章节之末。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志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先写朝代年号(数字用汉字)，后加括

号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均省略年字)，其它年、月、日及数

字使用阿拉伯字数码。文中所述“解放前’’为1949年4月23日前，“解放

后"为1949年4月24日后。

六、本志数字和计量单位均按《江苏工会志行文通则》的规定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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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志人物章设简历、简介、名录三节。简历记述县(市)总工会主



席(主任)；简介记述全国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名录记载获全国、

部、省、无锡市级荣誉称号的个人。

八、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宜兴市档案馆、市总工会档案室；部分来

自县志、年鉴和市四大镇及有关部门已出版的史志和党史资料；少部分是知

情人提供的口述资料。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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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宜兴地处江苏南端，苏、浙、皖三省交界，又属沪、宁、杭三角中心地区。

东濒太湖，西毗溧阳，南界浙江长兴，西南与安徽广德为邻，北接武进，西北

与金坛相连。东西距49．8公里，南北距54．2公里，面积1758平方公里。地势

总趋势是“南高、中低、北平”。宜兴气候宜人，四季分明，温和湿润。

解放后，1949年6月，宜兴县属常州专区，1953年1月26日改属苏州专

区。1956年2月17日属镇江专区，1958年专区机关迁至常州市，改称常州专

区。1959年9月专区机关又迁回镇江市，仍称镇江专区，1967年3月改称镇

江地区。1983年3月起，属无锡市。1988年1月9日，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称宜兴市，仍属无锡市。全市现辖29个镇(园)，总人口1084052人。

宜兴传统手工业生产以陶器、石灰为主，其后发展较早的还有粮油加工、

酿造、冶铁、棉织等。清末，随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输入，

加上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放宽对民办工业的限制，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

步发展。宜兴的航运、交通、粮油加工业、电讯业等也开始进入机械化、现代

化生产，出现了一批现代产业工人。

旧社会的工人生活贫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改善生活，早在光绪二

十二年(1896)汤渡陶工400多户大罢工，赶走县衙派来镇压的清兵，使大窑

户被迫答应增加工人工资。北洋政府时期，丁蜀陶工和县缝纫工人为提高工资

而罢工，在社会舆论支持下，均取得胜利。

1927年7月，宜兴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中共宜兴县委员会领导下成立。

9月工人参加农民的“抗粪捐"斗争，10月参加提灯游行和驱逐县长施方白的

斗争，均取得胜利。11月1日宜兴秋收起义农民暴动，丁山石业工会会长蒋三

大组织200多名陶、石工人到宜兴，与农民协会组成的农民军并肩战斗，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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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宜兴县城。秋收起义最后失败，蒋三大与万益(暴动总指挥)、陈伯骐(东南

八乡农会会长)3人壮烈就义。宜兴县总工会亦遭破坏。其后，宜兴天灾人祸

不断，物价波动，民不聊生，教师索薪，邮电、油厂、人力车工人、陶业工人

等为改善待遇的罢工时有发生。国民党统治期间也成立宜兴县总工会，虽在全

县及各镇成立各行业的20多个基层工会，但只成为官场的摆设。

1949年5月14日(宜兴解放后第20天)，中共宜兴县委书记徐行在了

解公私企业和市场情况后，召开宜城公私企业27个单位的工人积极分子开会

筹组宜城镇工会。6月13日，宜城镇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1月11日，宜兴

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0年7月7—9日，宜兴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召开，成立宜兴县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1954年3月1日起，根据1953

年5月中国工会“七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规定，改称为宜

兴县工会联合会。1957年2月，召开县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组成宜兴县工会

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1959年3月28日起，根据上级工会的指示，恢复

宜兴县总工会名称。其后，总工会受“工会消亡论”影响，与民政科、妇联三

个部门合署办公，专职干部减少，基层、行业工会大部分撤销，工会活动濒于

停顿。1962年9月召开县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组成宜兴县总工会第三届执行委

员会后，又开始逐渐恢复组织和活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会工作

全部瘫痪。

1973年8月，宜兴县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成立，各级工会相继复建，经

过整顿，重新开展工会各项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清理“左’’的

错误对工会工作的影响，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明确了新时期工

会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1980年3月、1983年4月、1986年10月、1992

年10月和1997年11月，先后召开宜兴县(市)工会第五、六、七、八、九

次代表大会，成立宜兴县(市)总工会第五、六、七、八、九届委员会，工会

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
一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由于当时许多基层单位还未建立党组织，许多工

作都由工会承担。广大工会基层干部发动职工参加抗美援朝、和平签名、镇压

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粮食统购统销等一系列运动，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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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得到了锻炼，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有显著提高，成为以后基层的领导骨干。1951

年《劳动保险条例》公布施行后，许多职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生老病死伤残

得到保障。广大职工通过业余文化学习，脱去文盲帽子，进入小学、初中学习。

1958年，全县广大职工投入大炼钢铁、增产节约、技术革新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工会工作也转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79年起，恢复和建立了企业的职代会制

度。1989年8月24日，宜兴市总工会正式组建宜兴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进入九十年代，工会的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全市各级工会重视对文化宫、

俱乐部的建设。市总工会所属事业单位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有明显好转。经过

努力，市总工会新建了工会大楼。工会经费收入每年有所增长，经费和财产管

理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1997年11月，宜兴市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工会工作进入了飞

速发展阶段。市总工会切实加强全市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大力推行企业平

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和职代会制度建设，积极推行厂务公开。进入新世纪，

市总工会又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推行职代会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保障

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宜兴市多次荣获江苏省集体合同工作十强县(市)

称号。市总工会在实施送温暖工程、经济技术创新工程、职工职业道德建设等

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荣获了省总工会、无锡市总工会先进，职工技

协工作获得了全国先进。至2001年12月，全市基层工会总数达4465家，工

会会员总数达15万多。其中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新建企业工会

达到4015家，工会会员达到11万多。工会组建率、职工入会率均达到95％以

上。至2001年底市总工会下辖29个镇(园)工会、41个系统、联合、直属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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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宜兴市获得“江苏省工会工作十强县(市)’’称号，标志着

宜兴市工会工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全省县(市)工会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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