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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总工会主席 毕增立

当前，全市工会组织贯彻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精神，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规律。

在这新形势下，《镇江市工会志》同全市工会工作者、全市职工

和关心工人运动的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镇江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作

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镇江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资产

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进行斗争。北伐军进入镇江后．在中国

共产党的影响下，镇江工人阶级一度建立过镇江总工会。1929

年以后的20年中，镇江工人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和8年的

日伪统治下，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解放后。

在党的领导下，镇江市职工组织了自己的工会。40年来，工人

运动尽管有过几次曲折过程，但总的来说，在党的工运方针的

指引下，全市工会组织团结、教育广大职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各级工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

策，全面履行工会的社会职能，开创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新

局面。全市职工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改革开放和

“四化”建设，为镇江市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国家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随着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

的发展，镇江市职工队伍日益壮大，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

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素质，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较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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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镇江市工会志》是镇江市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历史和

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记述一个世纪以来并重点反映解放后40

年中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各方面情况。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综合性强。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述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

缺点，寓经验教训于史实之中。它反映出镇江市工人运动兴衰

起伏的历史轨迹，既符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共同规律，又具有镇

江的地方特色。和一切新方志一样，《镇江市工会志》的问世，

将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它给当代和将来的工会组

织和工会工作者提供历史借鉴，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在不断

发展的形势下，开拓工会工作的新路子，推动工人运动的健康

发展。它给当代和后世的职工提供教材，教育他们继承工人阶

级的革命传统，弘扬主人翁精神，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中共镇江市委、江苏省总工会对编纂《镇江市工会志》十

分关怀，省工运史志办公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党史资料征

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不断给予指导，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和劳

动部门、兄弟人民团体以及广大老工会工作者给予大力支持

和配合。在此，我谨代表镇江市总工会和《镇江市工会志》编纂

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镇江市工会志》是镇江市第一部工

会志书，时间跨度大，资料难以辑全，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

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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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镇江工人阶级、工人运

动、工会组织、工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自镇江工人阶级的产生，下至1989年。概述、大

’事记延至1993年·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现行镇江市行政管辖范围。以镇江市

市区为主，覆盖现辖四县(市)口

四、本志记述内容坚持事以类从，不拘泥于工会工作部门的分

工。记述层次一般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必要处设子目j

五：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录等兼用，辅以适量的图、表和照片。

六、本志设专章、节记述江苏省总工会镇江地区办事处的内容。

七、本志的入志人物主要收录江苏省总工会镇江地区办事处和

镇江市总工会的领导人，部门负责人和相当于部门负责人一级的干

部及县、区总工会负责干部；全国、：省、地区、市由政府命名的先进模

范人物；中华全国总工会、江苏省总工会表彰的工会工作优秀人物。

八、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

后用公元纪年。大事记用公元纪年，其中辛亥革命前加注朝代年号。

文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均以人民解放军解放各市、县的日期为界。

九、本志按《江苏省工会志行文通则》和《镇江市志行文通则》行

文。

十、本志使用的资料取自档案、报刊、县(市)工会志稿和部分老

工会工作者的回忆。入志前均经反复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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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江苏省西南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在此嚏会，大运河江讨i段

自西北向东南斜贯本境，沪宁铁路(原名京沪铁路)横贯本境东西，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

便利。1928年国民政府将镇江行政建置改名镇江县。此后除沦陷期问外．直至解放前夕．镇

江为江苏省会。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镇江。解放后实行市、县分治，镇江市为地

辖市，管辖城区和近郊，四乡为丹徒县。镇江专区领导机关设在镇江市。m1958年7月丹徒具

并入镇江市，1962年3月又从镇江市划出，恢复丹徒县。1983年3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

镇江地区撤销，镇江市改为省辖市．原由镇江地区管辖的丹徒、丹阳、句容、扬中县划归镇江

市管辖。镇江市区设置城区、郊区(后分别改名京口区、润州区)。1988年2月．丹m贝．改为丹

阳市，仍属镇江市管辖。

唐宋以来．镇江的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明代时为全国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33个

城市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锁江被开1f}#

为对)lqili商口岸。清咸丰十一年(1861)正式开埠后，商业转口城市的特点更为显著。手工业

特别是江绸(京江绸)业进一步发达。店员、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队伍有较大的数量。19世

纪末到20世纪初，镇江创办一些近代工厂，同时有了近代交通、邮电事业．f}：现产业工人。产

业工人的出现，标志着镇江工人阶级的形成。

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镇江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绔力的压迫。为了生

存和改善生活待遇，连续不断地进行斗争。“五卅”运动中，镇江职工举行罢工、游行．检举f[I：

商贩卖日货，募捐资助上海罢工工人。

1927年3月23 El北伐军进入镇江后，各业工人纷纷成立工会。围民党市党部工人部长

闵春华等一些共产主义青年团地下团员联合进步的国民党员组成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于5

月1日召开工人选举大会，成立镇江总工会。但已开始掌握镇江党、政大权的国民党右派，对

已成立的总工会不予承认。闪春华等继续以筹委会名义开展工会活动．经过一番曲折复杂的

斗争，于11月10日举行工人代表大会，再次选举成立镇江总工会。此后一年中．总工会在中

共镇江地下组织的影响和领导下，领导工人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以公丌的和秘密的斗争

方式维护工人利益。这个总工会的建立和存在，是当时镇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共产

党、共青团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有策略的斗争的具体表现，在镇江工人运动殳上

①1958丰9月．镇江专区改为常州专区．地专铕导机关迁往常州市．1959年9月常州专区又改为镇江专区．地专机

关迁回镇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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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光辉的一页。

1928年11月，国民党镇江县党部以镇江总工会整理委员会取代总工会执委会、监委

会。1930年11月，该整理委员会结束。此后近20年中．镇江曾于1935年、1941年、1946年

先后出现国民党组建的镇江县总工会、汪伪政权组建的镇江县工会、国民党组建的镇江总工

会，它们都是统治者压迫工人的工具。但是，镇江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未中断。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镇江前夕，在中共镇江地下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镇江电信局、镇

江水电公司、铁路镇江机车房等单位的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护厂斗争。丹阳、句容县职工在解

放军进城前，在护厂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扬中、镇江、丹阳、句容解放。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职工工作队解散国民

党组建的总工会，分头深入基层，对职工进行时事、政策、阶级教育，发动职工恢复生产，建立

工会组织。6月，在中共镇江市委的直接领导下，镇江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于社会经

济改组和农业遭灾歉收，1950年，镇江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市总工会筹委会动

员私营工商业职工以主人翁态度，主动降低待遇，团结资方。维持生产，共渡难关。与此同时．

市总工会在政府支持下，组织搬运工人和其他一些行业职工生产自救。1950年10月，苏南

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镇江专区办事处成立。从帮助市、县组建工会入手．指导全区工会工作。

1950年11月底至12月初，市总工会筹委会召开市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镇江市

总工会。1951年至1952年，丹阳、旬容、扬中、丹徒四县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相继成立县总工

会。这两年，一市四县总工会在中共市、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广大职工．投入抗美援朝、镇

压反革命、“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等

政治运动。四县总工会还发动职工大力支援农村的土地改革。在发动职工投入各项政治运

动的同时，市、县总工会发动职工开展爱国生产竞赛、增产节约竞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保险条例》的颁布和实施，鼓舞了职工的劳动热情。1951年至1952年。职工业余教育广泛开

展，工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镇江市总工会创办市职工业余初级中学，建立一批市产业工会

和3个区办事处，成立工会干部训练班，有计划地训练工会干部。丹徒、丹阳、句容三县各大

镇工会的活动相当活跃。市、县工会还输送一批优秀职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镇江市建区后

有4名区长、4名副区长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职工．市、县的各级工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建亚自管经费制度。绝大多数工会专，兼职干部热爱工会工
作，热心为职工服务．认真执行政策，敢于维护职工权益。工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威信很高。

1953年1月江苏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①设立镇江专区办事处。4月，镇江市总工会一届

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六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市总工会领导工

作上所谓“工联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影响，在与会人员中引起疑虑和困惑。7月，省总工会

筹委会镇江专区办事处狠抓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各级工会明确工会

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此后，市、县的各级工会在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

支持农业合作化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1954年7月，省工会联合会镇江专区办事处召开市、

县工会联合会主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明确组织劳动竞赛是

工会的中心任务，从而推动劳动竞赛的发展。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推广先进生产经验。1956

① 江苏省总工会1954牛正式成立时，名江苏省工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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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县工会联合会发动职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把劳动竞赛引向新的高涨。1957年6

月，镇江市有12000名职工参加劳动竞赛，学习推广外地先进生产经验279种，总结推广本

单位先进生产经验85种，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抓群众生产工作的同时，专区办事处

和市、县工会联合会发动各级工会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专区办事处先后

两次召开专业会议，研究布置对资改造中的工会工作。工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职工反复进行

对资改造的政策教育，在国家委托加工、计划订货、委托经销代销的工厂，商店中．主要通过

劳资协商签订劳资协议，协助和监督资方，改善经营管理，履行公私合同。实现全行业公私合

营后，工会协助公方代表搞好经济改组和人事安排，推荐大批职工骨干担任合营企业的各级

领导职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专区办事处和市、县的各级工会在关心和改善职工生活方

面做了不少工作。镇江市、丹阳县分别创办市、县工人诊疗所，镇江市和丹徒、丹阳、句容县都

开办市、县工人俱乐部。1956年，工会与有关方面共同筹款帮助职工解决本人及其家属因病

负债的经济困难。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但广大职工在“大跃进”中展现

出的劳动热情和卓越的聪明才智是极为可贵的。1958年下半年起，由于中共全国总工会党

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等人的错误批判和“工会消亡”风的影响，工会的作用大为削弱。

专区办事处对市、县工会的指导大为减少。镇江市总工会基本不向下级工会布置工作。扬中、

句容两县总工会基本停止活动。1959年，省总工会专区办事处①和市、县总工会与同级妇女

联合会、劳动局合署建立中共地、市、县委劳动工资部孕，工会机构对外保留名义，实际是劳

动工资部的工会办公室。工会的上下级关系基本中断。基层工会干部思想较乱，基层工会民

主制度被废弃，基层工会工作不正常。

1961年。全国总工会部分地纠正“工会消亡”论的错误，专区办事处及时指导和帮助市、

县总工会整顿基层工会组织，选配和训练基层工会干部，促进各级工会积极开展活动，当好

共产党的助手。当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各级工会把安排

职工经济生活放在首位。1961年至1963年，政府、企业行政、工会筹集大量资金、棉絮，由工

会经办，对职工进行冬季经济困难补助和寒衣寒被补助。另一方面，工会支持企业、职工发展

自给性副食品生产，办好职工食堂。在安排好职工经济生活的同时，各级工会协助中共同级

组织对职工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教育和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圈民经济总

方针的教育。组织老工人、老农民向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进行阶级教育，以增强职工对共产

党的阶级感情，提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许多职工响应政府号召。顾全大局，回乡

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经过初步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专区办事处和市、县总工会从侧重

抓生活转向侧重抓生产，工会工作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63年，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开展学

雷锋、学王杰活动，学解放军、学大庆入活动和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协助中共同级组织在职

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动职工努力增产节约。开展“五好”(有企业“五好”、班组“五好”、

职工“五好”。内容见第三篇第二章第一节)竞赛。镇江市总工会先后于1963年10月、1965

年9月发动职工开展学习港务局先进工人董剑侠活动，学习质量标兵、镇江矿山机械厂工人

① 江苏省工会联合套1959年初改名江苏省总工会．

⑦ 各衄劳动工资鄙于1961午至1962年陆续撮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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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生活动，推动“五好”竞赛向纵深发展，掀起技术革新高潮。1965年全市实现技术革新

2017项。1961年起，因“大跃进”而中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得到恢复并逐步推开。职工业余

教育经过调整正常进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专区办事处和市、县的各级工会逐渐瘫痪，以至相继在一

琶时间停止活动。造反组织派性斗争激烈，社会动乱不已，但绝大多数职工仍坚守生产岗位。

1973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下发

^；，中共镇江地委成立地区工会筹备小组(1974年改为镇江地区工会工作小组)．市、县委成

玉：工会代表大会筹备组，进行基层工会整顿健全工作。6月至9月，镇江市和丹阳、句容、扬

斗、丹徒县先后召开市、县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县总工会。从工会恢复到粉碎江青反

革命集团前，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各级工会精力集中于所谓“抓大事”，工会应做的

主要工作开展得很少。

1976年l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各级工会在中共同级组织的领导下，发动职工揭

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并联系工运实际，揭批他们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发动

和组织职工开展“百日红”等劳动竞赛，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深入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文化

体育活动、生活福利工作、女工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

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工会的春天”到来了。为适

应新时期开展工会工作的需要，1979年4月，省总工会设立镇江地区办事处，镇江地区工会

工作小组结束。1983年3月，随着市领导县体制的实行，省总工会镇江地区办事处撤销，省

辖镇江市总工会领导市区各级工会和丹徒、丹阳、句容、扬中4个县总工会。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地区办事处和市、县总工会在传达这次大会精神的基

础上，大力整顿基层工会组织，加强各级工会干部的配备和培训，提高工会的战斗力。至

1993年的15年中，各级工会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

工会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履行工会在新

时期的社会职能，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团结广大职工，推动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期间，工会大力加强群众生产工作。1979年．市、县总工会发动职工开展小指标竞赛07

等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地区办事处会同地区经济委员会发动全区班组开展创马恒昌式红

旗班组竞赛。1980年，市、县总工会发动职工开展为“四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

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立功活动。镇江市1982年3月开展的“挖潜力．献黄金”百日立功

竞赛取得显著成效。1983年，市总工会以合理化建议活动为先导，把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

活动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合理化建议活动从工业、交通、基建系统

逐步扩展到财贸、教育、卫生系统，从市区扩展到县，从市、县(区)属企业扩展到乡镇企业．取

得显著的经济效益。1986年，市总工会发动职工开展做“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职工．为“七五”(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立功竞赛。1991年，发动职工开展做企业主人．

为“八五”(实现第八个五年计划)奉献的立功竞赛。1992年发动职工开展以“两增强一奉献”

(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增强技术本领，奉献岗位立志成才)为主题的劳动创造活动。在立功竞

① 小指标竞赛。企业将计划指标逐衄分解为若干小指标，落实l{车间、班组、个人．层层开展百分誊·计分l摹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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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和劳动创造活动中，紧紧抓住合理化建议活动一环。1993年，合理化建议活动发展成为以

“三找”(找项目、找资金、找人才)为主要内容的万人献计献策活动。从1986年至1993年，全

市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59万件，经采纳实施的建议创经济价值3．6亿元。在抓劳动竞赛的

同时，1980年起开展职工技术协作活动。1986年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成立后，职工技术协

作活动有长足的发展。至1993年的8年中，全市各级职工技术协作组织帮助市内和兄弟地

区的企业攻破技术难关2066项。

在“四有”职工队伍建设方面，工会持续对职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1981年3

月起，发动职工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

美、行为美、环境美)活动，组织职工制订和执行“职工守则”。1985年．以多种自我教育方式

对职工进行理想与纪律教育。1986年，市总工会会同有关单位举办职工“四有”知识竞赛。广

大职工由于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因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住

严峻的考验。1991年、1993年。工会在职工中先后开展“爱共产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爱

厂、爱岗”主题教育活动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塑造主人翁形象”主题教育活动．

进一步激励职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树立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精神风貌。职工业余教育于

1979年普遍恢复。1981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工会

在参与职工教育管理的同时，办好自身的职工学校。1982年12月起市职工学校开办劳动模

范和厂级干部高中文化补习班。1984年，实现县县有县总工会直属职工学校。1985年全市

基本完成青年职工“双补”(初中文化补课和初等技术补课)任务后．职工文化技术教育重点

向“三中”(高中、中专、中技)转移。1982年开始的职工读书活动蓬勃发展，逐步形成读书、自

学活动。1984年至1993年，每年全市参加读书、自学活动的职工有3万多人。

各级工会把加强企、事业民主管理作为工作的重点。1979年不少企业恢复因“文化大革

命”丽中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1984年，全市职工在200人以上的工业、交通、基建、财贸企

业全部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多数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开展民主评议干部活动。1986年《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公布后，全市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逐步健

全，职工代表队伍的结构和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的落实情况越来越好，

在企业内部改革特别是转换经营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1993年开始探索不同所有制、不同

经营方式的企业的民主管理形式，一些企业的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进入企业的董事会或监

事会。1989年市总工会开始由点到面地推行由厂长代表企业行政、工会代表职工签订以实

现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改善的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共保合同”，至1991年全市签订“共

保合同”的企业有350个，并建立合同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制度。随着改革措施的陆续出

台，市、县(市)总工会进一步重视民主参与，参与同级政府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决策和立法．

协助政府推进改革，在改革中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1990年5月市政府、市总工会建立会商

制度以来，有准备地举行6次会商会议，会商涉及全市职工利益和工会工作的16个问题，取

得积极的成果．

15年来，工会的劳动保护、生活福利、女职工工作、职工文化体育活动等都在不同程度

上有新的发展。1984年3月恢复了囚“文化大革命”而停办的江苏省工人镇江疗养院。同年

9月，市总工会会同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举行规模空前的全市工人运动会。1985年至1987年．

丹阳县新建工人文化宫，丹徒县、扬中县工人文化宫相继建成开放。1989年10月新建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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