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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县工会志·序言 1

序 言

《金坛县工会志》是一部记述19ll～1991年金坛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情况的专

志。．它的编写出版，不仅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价值，而且为仓坛县修志史上填补了一

个空白，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

金坛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

国建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领导阶级，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全县各级工会组织团结广大职工群众，艰苦创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实现了我国

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全县职工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指引和鼓舞下，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的前列，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定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

前进，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为全面提高职工素质，振兴金坛经济和推进社会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实践证明s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工人阶级则是坚强可靠的

阶级基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动力。《金坛县工会

志》正是以其翔实的史料、丰富的电容和朴实的文字，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金坛工人阶级的光辉

业绩和工会工作的宝贵经验。《金坛县工会志》的出版问世，是金坛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结晶，

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金坛县工会志》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并提供了大量史料，

给予有力指导和诸多方便。尤其是省总工会领导亲自审定我们的纲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陈秉权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引

起社会关注，进一步激励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历史责任感与主人翁精神．创造性地开展

工会工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共同为金坛的经济腾飞谱写新的篇章。

茅发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吟客

．

一易I



金坛县工会志·凡例 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求实存真努力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1911年金坛县历史上第一代产业工人诞生，下限至1991年底，大事记延

伸至1993年12月金坛撤县设市为止。

三、本志按志体要求．年代为经，事类为纬。侧重从纵的方面反映史料的连续性。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圈、表、录的综合体裁．概述综述历史，揭示发展规律；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志为主体，设章、节、目三个层次，章首设无题小序，图照列于本志之首。表

随文出，附泰列于全志之末，部分基本情况和有存史价值的资料列于相关章节之后。

五、本志用公元纪年，所载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4日金坛县解放为界。

六、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标点符号、简化字均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有关规定书写。数字

和计量单位均按《江苏工会志行文通晁lJ》规定使用。

七、本志资料来源子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档案、县志、党史资料和报刊。部分系采访老工会工

作者和老职工的回忆记录。文中概不一一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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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县工会志·概述

金坛县位于江苏省常州西北，镇江以南，总面积976平方公里．其地貌为二山二水六分地。

金坛早在石器时代即有先民栖息、生存。秦汉归曲阿县，晋系延陵县金山乡。公元688年(唐武

后垂拱四年)，以茅山华阳洞内有“金坛百丈”，遂名为金坛县，沿用至今。解放后先后隶属苏南

行政公署武进行政分区和江苏省的常州专区、镇江专区。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金坛

县划归常州市管辖。全县设11个镇17个乡和5个县属场圃。统辖443个村(居)民委员会．

4972个村(居)民小组。1991年底全县总人口541545人。

金坛地处长江下游，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解放前。金坛县的工

业基础薄弱，只有小型的手工业和加工工业。明末，薛埠镇始打制镰刀，儒林南社有土窑烧石

灰。清代，铁业生产有所发展，能制造犁头、锄头、钉钯、大锹等农具和汤罐、浴锅等生活用具。现

代工业始于2lD世纪初。1911年，金坛创办华章织绸厂，生产文明绸。尔后，县内先后创办起家

具、铁木作坊、油坊和米厂、酒厂、印刷所等。1937年12月．日军侵占金坛，加工业大部被迫停

工歇业。抗战胜利后．工业生产有所恢复。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

统治，到解放前夕已是百业萧条，没有一家象样的工厂，职工群众生活困苦不堪。

金坛的工人阶级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而诞生，在斗争中发展与壮大自己，逐步成为独立的

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6年11月，金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次年1月，成立金坛县工

会筹备委员会。从此，金坛工人阶级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有组织的争取自身解放的

斗争。在大革命浪潮中，金坛工人阶级以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为前锋，在中共金坛独立支

部的领导下，与农民协会并肩战斗，开展了支援北伐军，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首次显示了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白色恐怖下，金

坛工人阶级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29年，工会筹委会主任徐革参与了准备有2000多名工农参

加的大规模暴动的策划。1932年5月，金坛邮局员工为响应上海邮工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举

行了罢工。1934年10月，城镇小学教员联合向国民党政府索薪的斗争，等等。抗日战争时期，

金坛工人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把城乡斗争结合在一起，工人运动成为茅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为1945年8月20日，新四军攻克金坛县城，金坛县民主政府的成立作出

了贡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金坛县党部县政府组织了以“协助推行政令，配合戡乱工作”为宗

旨的工会组织，压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但是，金坛广大职工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之

斗争，挑起工人强烈反对扁担烙印，教工罢课索薪，要求保障生活的斗争时而发生。直到解放前

夕职工护厂、护店和码头工人拒运国民党军南逃物资。金坛工人经过长期斗争，终于迎来了解

放。 ·

1949年4月24日，金坛全县解放。中共金坛县委高度重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s月lo日．

县委民运部帮助码头工人首先建立了金坛县码头工会。5月14日，金坛县人民政府发布命令

限期解散前工会．办理登记手续。7月，中共金坛县委民运部配备专人，开展工会组织工作。

1950年6月召开金坛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已有搬运、店员、航运、工厂、文教、机关、企t．

业、手工业和集镇等基层工会62个，会员2984人。1951年．全县职工增加到4386人，工会会



2 金坛县工会志·概述

员3715人。翻身做主人的金坛职工在生意清淡。资方消圾的情况下。战胜各砷困难。使工l{j『业

得到维持和恢复。工会还帮助工人就业，救济失业工人，建立工人消费合作社，保护工人利益。

同时．广泛进行文化、时事、政策教育．提高工人觉悟．逐步取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金坛县总工

会成立后，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增产节约

劳动竞赛活动，工会干部也得到锻炼和提高．工会组织发挥了应有的职能作用。

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县各级工会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会发挥了重

要作用，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职工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迎接公私合营，积极改进企业管

理制度，输送大批工人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发展的同时．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

有提高。1952年7月起，中、小学教师实行公费医疗。1957年全县已有23个工厂、企业单位实

行劳动保险和签订劳保合同，生、老、病、死有了保障，劳动条件、生活福利等方面都得到改善。

许多职工通过业余文化学习，脱掉了文盲帽子．职工业余学校开办初中班吸收工会干部和产、II：

工人入学，掀起学习文化技术的热潮。

1958年．广大职工积极投入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大搞机械制造、技术革新、技术孳稚．

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59年，由于受“工会消亡论”的影响。县工会联合会在12月底与中共金坛县委劳动【资

部台署办公。1961年7月28日贯彻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搞好组织整顿、建设．继续贯彻执

行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方针，抓住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环，取僻

了可观的成效。11月28日．县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工会工作恢复正常。在三年自然灾害

HIf期．工会关心职工生活，从多方面努力，帮助职工克眼困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会工作逐步停顿。1968年．县总工会干部全部下放刮一【

f。、“五·七”干校和农村。1968年lo月．在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县“工代会”召开．取代r

工会组织。1973年中共金坛县委常委会决定成立筹备小组，进行恢复金坛县总工会的工作。几

经周折，直至1975年6月，县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县总工会组织机构恢复，老工会工作

者回到机关，各级工会经过整顿，重新建立起工会工作制度。

1976年10月后，全县各级工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揭发批判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分清工运路线的大是大非．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促进生产的发展。通过传达贯彻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全县各级工会的工作逐渐

走上了轨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工会工作的许多+最大问题统

一。}人识．进一步分清是非，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工会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加强r党

对￡会的领导。使工会工作在历史性伟大转变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从1979年到1991年．全县各级工会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全面贯彻中央对工会工作的

指示．发挥桥梁、纽带、支柱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忠实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职

池．加强’矗f々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参与企业管理．民主

评}义于部，设立法律顾问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管好工会财务．

开创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 ·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工会深入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积极配

合行政为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防治职业病．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互济和

谪
蕊：

确，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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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生活一条龙竞赛等，广大职工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工会相应进行自身改革。1980年按系统建立工会工作委员会，各级工

会按照党的工作中心．确定各自的工作重点，发动职工完成各项任务。1984年县总工会按机关

体制改革的要求．将原有的四部一室及两个事业单位，精简调整为基层工作部、办公室和职工

文教科技中心三个部门，增强基层工作的活力。1986年，为了搞好自身建设理顺工作关系仍设

四部一室及两个事业单位．同时加强了工会干部的配备管理和培训工作．提高了办事效率。是

年组织基层工会开展以“收好、管好、用好”为主要内容的财务工作竞赛．进一步做好工会财务

工作。县总工会所属事业单位也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进行一系列管理制度的改革。同年成立

金坛县企业民主管理理论研究学组，加强政策和理论研究。县总工会编印《工会工怍情况》．推

动了全县工会工作的开展。

1991年，全县遭到特大洪涝灾害．各级工会组织广大职工英勇奋战，取得了抗灾?1．争的胜

利，迅速恢复了生产，努力完成．了各项任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9．20亿元．比上年增长

lo％．其中工业总产值24．50亿元．比上年增长17．9％。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

强，职工队伍不断扩大，工会组织日益健全．全县建立产业(局)、镇(乡)工会工作委员会17个．

有430个基层工会，职工57683人．会员49631人．工会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明显提高。

工会专职干部145人，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的103人。有专业职称的48人。各级工会专职IE

副主席74人，有专业职称的27人，按同级党政副职配备的37人．是同级党委委员的31人。全

县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建设金坛作出应有的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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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11年
’

4月 县内陈汝舟等人合资创办华章织绸厂。雇用工人生产文明绸，诞生了金坛历史上

第一代产业工人。 ’

，

1912年

是年 学堂改称学校。同年，韩大受创办县内第一所私立女子小学。

1914年

是年 县产蚕丝及用其织成的文明绸首次参加巴拿马国际赛。

1915年

9月

1919年

是年

●

专制绍兴酒的章仁兴酒广创办。

金坛县公立医院创办，是县内第一所以西医诊治的医院。

连续淫雨，积水不退，至10月犹深数尺。

袁瑞海在县城小沿巷创办义利电灯公司。

韩大受创办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华罗庚中学前身)。

华章织绸厂已有职工94人，其中男工72人，女工22人，年产量940匹。

1923年

是年 巫炳文在直溪镇创办巫恒济油坊，兼营碾米。

1924年

是年 福民电灯厂开办。

1926年 ’

11月 中国共产党金坛小组在上海西城里成立，成员马伦、邓严、徐革。

1927年

年朋辟

1291

年嘲脾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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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金坛县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金坛县独立支部领导成员徐革任主任。

3月18日 徐革、马伦率工农代表去宜兴迎接北伐军，金坛县六城门大开．大街小巷张

贴标语。燃放鞭炮，人们成群结队夹道欢迎北伐军。次日，召开农工商各界6000多人参加的大

会，会上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1928年

8月 金坛县建电话交换所。

1929年

5月 徐革参与策划以占领县城为目标、有2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暴动。徐革、马伦遭

国民党逮捕。

是年 袁瑞海在老鸦塘开办米厂，金坛开创第一家使用机器加工粮食的历史。
● ●

1930年

11月 。金(坛)丹(阳)公路开工兴筑，一支筑路工人队伍形成．1933年3月建成通车。

1931年 ．

7月3日～8月1日 金坛境内连续降雨605．8毫米，发生特大水灾。被列为江南14个

重灾县之一。市场衰落，商店大部倒闭，工厂停工，店员、工人被纷纷解雇。

9月 “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金坛县城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上街游行示威．

贴标语，呼口号，到大康、晋康、大伦、森大几家大布店查封日货。

1932年

’1月 “一·二八”事变，金坛农工商各界2月发出致十九路军慰问电。

5月25日 金坛邮局员工罢工，支持上海邮局员工22日的罢工斗争。
’

，

1934年 ．

4月15日 水北、社头、西大亭、中塘兴建4家茧行。缫丝工人开始半机械化生产。

5月20日～8月10日 金坛发生特大旱灾，商店、工厂裁员，大批职工失业。

lo月 段力佩与五、六十名小学教员到县政府与县长据理力争，迫使当局发还3个月

欠薪。 ．

1935年
‘

3月 肩驳、理发、浴业、泥水、木作、缝纫、米粮七个职业工会陆续成立，有会员608人。

1937年
。

’

．

11月20日、24日、25日 日机三次空袭县城，工厂、商店、作坊全部关闭，大沿河巷商

店、作坊损失惨重．漕河内炸毁I木船十余艘，死伤船民、船工数十人。

1Z月2日 日军侵占金坛，职工纷纷逃难他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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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1年
’

9月12日 金坛县扛驳职业工会成立。

194s年

8月20日 新四军攻克金坛县城．21日，中国共产党金坛县委员会(简称中共金坛县

蚕)nl金坛县民主政府进县城办公。是年秋．职工纷纷报名参力【l新四军。

1946年 ，，一一一

4月3日 金坛县成立由国民党领导的以协助政府推行政令．配合“戡乱”工作为宗旨

的总工会。会址设在城内毛家场。理事长时雨亭。
‘

1947年

上半年 全县工人生活费价格指数不断上升，l，j份为679235元f法币)．2月份为

900473元，3月份为1262314元，工人生活日趋困苦。

1948年

。月 经金坛国民党政府组训后的工人团体有16个f总工会1个．行业工会14个．产

业工会1个)。会员3432人。

12月 直溪初级中学补习班教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宋文英、陈宾煦在直溪大桥栏板

上、河东土地庙庙墙上张j!占坑丁、抗粮、抗税标语。鼓动群众迎接解放军南下。

1949年

4月24日 金坛解放。

5月lo日 中共金坛县委民运部派员在小南门仓库召开城区码头工人会议，码头工会

成立，主席滕小龙。这是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基层工会。

5月14日 金坛县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原金坛县总工会及其所属工会一律停止活动，

各工会负责人，应于三日内向县人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

7月 于振义任县工会会长．王殿臣任副会长。

8月22日 码头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主任滕文高。

8月 金坛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f简称县总工会筹委会)成立。

9月lo日 于振义出席苏南区工会工作会议。回县后向中共金坛县委汇报了会}义要求

在1950年2月底以前把90～100％的工人组织到各产业工会中夫，并正式成立各级工会．建

立工会组织的领导体系等主要精神。

lo月3日 全县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在县体育场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12月 中国店员工会金坛县委员会(简称店员工会)成立，主席李淑宽。

1950年

1月 工人夜校开办。1951年改为金坛县职工业余文化学校。

3月11日 店员工会消费合作社成立．主任李淑宽。

州

萨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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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县总工会筹委会通知各业工会，响应世界和平大会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宣言．职一『：

纷纷参加签名运动。

6月6日 金坛县文化教育工作者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教育工会金坛县委

员会(简称县教育工会)成立。主席冯逸萍，副主席于欹椿。

6月29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正式公布，县总工会筹委会通知各业工会组织干

部职工认真学习。
’

6月29日至7月1日 金坛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苏南区金坛县总工会(简称

县总工会)成立。会址设在县前街13号。

6月 县总工会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社长周连章。
‘

lo月 全县女教师开始享受产假待遇。

年底 全县职工3596人(指组建工会单位的职工数．下同)、会员2984人．基层工会62

个。
‘

，
～

1951年

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公布。全县企事业逐步实施劳动保险．职工开始

享蹙“劳保”待遇。

。 5月 县总工会号召全县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

5月 于振义调华东党校学习．城区党委书记施政华兼任县总工会副主席。

6月 县总工会发动全县职工坚决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做好订立

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抚烈军属工作。全县计捐献5268850元(旧币。1955年3月1

日起，发行新版人民币，新旧两种货币的比价是l：10000)，慰问品1972件．大米5677市斤。

9月1日 城区4个码头工人工会合并。成立搬运工会。

11月 ‘县总工会成立时事宣传委员会．用演活报剧、扭秧歌、办黑板报、作时事报告等

形式，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2月 县总工会通知各业工会组织发动职工参加增产节约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简称“三反”)运动。

是月 县总工会会址迁至大南门火巷1号。

年底 全县职工4386人，会员3715人．基层工会70个。

1952年
‘

1月 宋文顺调任县总工会主席。

2月 在私营工商企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

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反”)运动。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制度。

7月 岸头中心小学教师周尔履设计一种万用表．后受到周总理表扬。
‘

9月 公营厂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

。工1月2日 全县国家事业单位职工有步骤地实施公费医疗。

11月 中共金坛县委决定在工厂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推翻封建霸头，建立民毫

管理制度。 ·

12月 中粮公司与粮食局合并．成立金坛县粮食局农产品采购工会，主席周以才。

是月 ．工会系统消费合作社合并为金城工农供销社，主任李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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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全县职工5469人。会员4261人，基层工会79个，工会小组406个。·

1953年

1月5日 常州专区撤销，金坛县总工会改属镇江地区工会办事处领导。

2月 苏南区金坛县总工会改为江苏省金坛县总工会．2月25日启用新印章。

3月 县总工会通知各业组织职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7月9日 城区党委书记、城工部副部长高庆寿任县总工会代主席。

8月 尚凤维调任县总工会副主席。

12月 县总工会通知各业工会，组织职工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4年

5月25日 根据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的规定．

江苏省金坛县总工会改称为金坛县工会联合会(简称县工联会)。尚凤维任主席。

6月 县工联会下属各产业工会、城区工会、镇工会均更名为工会联合会。

．7月1日 金坛县工会代表高庆寿等2人，出席江苏省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

●

1955年

6月 尚风维任县长，徐源岷调县工联会主持工作。

8月12日 金坛县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1954年、1955年 全县职工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90154元，超额完成206．5％。

1956年

1月31日 金坛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全县职工开展社

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2月15日 金坛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工农联欢座谈会。工人代表40人，农民代表17人．

经理厂长公方代表11人，先进生产者代表12人出席。

2月 金坛县食品公司职工尤培金出席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4月3日 金坛县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

7月 县工联会撤部，建立组织、生产工资、劳保、财务、统计等工作委员会。会址迁花街

30号。
‘

7月26日 金珐县文化工作者工会联合会成立，主席殷志强。 ／

8月 金坛县教工暑期疗养站开办，125名教工参加疗养。

9月8日 中国商业工：会金坛县委员会成立，主席金长胜。 I

9月10日 县工会联合会召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10月26日 江苏省伊；销合作社工会金坛县委员会成立，主席徐国庆。

lo月29日． 县广播站副站长陈福元出席第一次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

大会。
／

’

lo月 全县实行工资政革，97．97％的职工人均月工资提高lO．16元．少数职工提了三

级．工人最高工资级别达到七级。
11月5日 }县粮食局；}土头区粮管所职工吴保洪出席第一次全国粮食先进工作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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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11月 县工联会召开动员大会，动员县城机关、工厂、学校、商店职工．每人捐献一件寒

衣，帮助苏北灾民度过严冬。’

12月 县工联会会址迁司写坊八蜡庙内。
，

1957年

1月12日 县工联会召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

4月 全县工会会员换发会员证。

7月21日 省总工会镇江地区办事处、县工联会、中共镇江地委财经工作部、中共金坛

县委财经工作部在油厂进行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

9月3日 县工联会举办企事业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业余训练班，104人参加。

lo月16日 县工联会举办职工家属业余训练班，金城镇职工家属300余人参加。

年底 全县职工5694人，会员4778人．基层工会81个，工会小组460个。
‘

、

1958年

3月17日 金坛县工会代表徐源岷等2人出席江苏省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4月7日 金坛县人民委员会召开1957年度工厂企事业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f扩

大)会议。

8月8日 县工联会印发《工作简报》创刊号。

8月 镇江地区撤销，县工联会改属常州地区工会办事处领导。

10月 水陆两家搬运工会合并，成立金坛运输公司工会联合会．主席滕小龙。

11月2日 农机修造厂工人周法庚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

大会。
、

1959年

3月11日 受‘‘工会消亡论”影响，县工联会贯彻省工联会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召开各

产业工会主席及基层工会主席会议。县工联会只对外挂牌，基层工会暂时都不发展会员。

8月 常州专区撤销，县工联会改属镇江地区工会办事处领导。

9月 金坛县米厂职工魏生荣鲁11人出席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先进集体、先

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lo月26’日 魏生荣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

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1月15日，县工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1000名职工大会，欢迎魏生

荣从北京荣归。 ’

11月30日 贯彻省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工联会改称金坛县总工会(简称县总

工会)。各产业工会j镇工会相继改为工会委员会。

12月 中共金坛县委决定成立劳动工资部．县总工会、县妇联、县劳动局并入劳动工资

部合署办公，保留县总工会机构。

1960年

5月 金坛文教卫生系统职工李有胜等20人出席江苏省文教、卫生、体育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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