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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入党的浙江省

第一个产业1人党爵沈干城

烈士，曹任沪杭甬铁路总I

会副委自长．杭州总I会执

行委昴等职。

杭州三友实业社童工劳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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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最早的1人
#

l 刊物——《曲江I潮》，
一 由浙江印刷公司I互助

； 会创刊于1920年12

月，共出版14期。

北阀军光复杭州后，参加庆祝大会的杭州码头1人。



1924年杭州“五一”纪念筹备会散发的传单。

1949年2月7日，全市1人热烈庆祝杭州市总I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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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22日，杭州市工人纠察队在省人民大会堂
宣告成立。

1988年3月，杭州市总工会在原址翻建的新办公大楼正

式竣5-。



1987年11月17日．杭州市_T-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市1

人文化宫隆重开幕，

对先进职I之家、优秀I会i作者、优秀I会积极分子进

行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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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模范和文明班组进行彳，．彰芰均。

1996年4月lO日，《杭州1人运动史》审稿会议在云栖

1人休养院召开。



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光荣传统

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
(代序)

韩 柏 青

1996年10月18日，是杭州总工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在这二．．

光荣的日子前夕．《杭州工人运动史》正式出版了，这是全市工人阶

级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杭州工人运动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市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这对于总结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探索工人运动的规律，

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光荣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

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促进企业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有着重 一

一

要意义。

自1876年杭州第一代产业工人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在

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杭州工

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新中国成立

后，杭州工人阶级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百多年来，杭州工人阶级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工人阶级每一步成1

长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工人阶级的今天。虽然在这一百多年中，杭州工人运动也

曾受过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终于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

登上了历史舞台。 ．
．



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伟大历史变革时

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

和2010年远景目标。实现这一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是工人阶级的神

圣使命，也是广大职工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为此，全市工人

阶级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光荣

革命传统，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充分发

挥积极性、创造性，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实现两个根

本性转变，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成历史赋予的光

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杭州工人运动史》是对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教育，是革命人生观、理想观教

育的一本好教材。学习和继承革命先烈崇高的思想品质，学习和继

承老一辈工人阶级无私的奉献精神，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是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工

人阶级的共同努力下，我市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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