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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七十周年和铜山县始建工会组织七十四周年之

际，《铜山县工会志》出版了，这是全县工人阶级的一件大喜事，值得举杯相庆，击

节为歌。‘

《铜山县工会志》记载了铜山工人生产劳动、生活状况、革命斗争、组织发展

和英烈劳模的璀璨史迹，这段历史长达一百十二年。

铜山县环绕历史文化名城徐州，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和工人阶级诞生较早

的县份之一。铜山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

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反抗资本家剥削、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的统治，前赴后继，

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曲翻身求解放的壮歌。新中国成立后，铜山工人阶级以主

人翁当家作主的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建

设家乡、振兴铜山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成绩辉煌。

铜山县工会是铜山工人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

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曾同国民党组织的

黄色工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铜山县工会充分发挥了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发动职工开展群众性生产竞

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代表和组织职工参政议政，积极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物质

利益；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技术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铜

一山县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工运方针，纠正和

肃清“左"的影响，按照群众化、民主化的要求，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铜山工人运

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

。

．

j{0

》

，一》i，“_

w自一

_

w|I

一㈣∞搿。

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铜山县工会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语言简洁。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铜山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是一部寓

思想性和资料性于一体的专志。编纂出版《铜山县工会志》对存史、资政有重要意

义，它也是对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

的好教材，对于研究新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推动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相信，《铜山县工会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应。

然而，铜山工人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此磅礴壮观，工会工作涉及面如此宽

泛，一部60余万字的志书并不能穷尽方方面面，加之史料难以搜集，编纂水平及

时间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出版之时，我谨代表铜山县总工会和铜山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向参

加《铜山县工会志》编修工作的全体人员和为这部志书提供帮助、指导的单位、专

家、老工会工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J

牛淑美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

／



凡 例‘

一、《铜山县工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载

铜山县工会的历史和现状，探讨历史经验教训，弘扬工人阶级革命精神，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取事上限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第一批产业工人诞生起(有些史

实适当追溯)，下限断至1993年底。

三、本书体例，按照现行志书通例横分门类，纵叙史实。体裁以志为主，记、

叙、述、表、图、传、录兼备。纪事与本末相结合，图表分别插附于有关的记述中。

四、本书结构：首立概述，次设大事记。内容按篇、章、节、日安排，计5篇，24

章，128节。各章除人物篇外，均设有无题小序。篇后设附录及编后记。

五、本书系工会专业志，故内容力求详备不阙。同一事物，在不同章节有内容

互见处，但记叙角度和侧重面不同，并非简单重复。

六、本书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民国纪年，并加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七、本书对多次使用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下均用简称，如。中

华民国一简称。民国一，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一等。

八、“解放前"、“解放后一指1948年12月1日全县解放前、后，“建国前一、“建

国后力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九、凡地名、矿名等，均依历史习惯称谓，并加注今名或归属。如“柳泉炭矿弦

(今贾汪煤矿)，“双沟镇势(今属睢宁县)。

十、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权窃位，将铜山县第一区析出，设立徐州市，但正

统的铜山县依然存在，且市区的工人运动多系铜山县中共地下组织领导，故视为



盛萎主裟裂肌M啪嘶脚椰⋯动有l的工人运动，仍依此办理。 一

十一、本书所写的企业皆是铜山县的企业，其中有些企业冠以江苏省、徐州 J

市名称，并非省、市所属。如徐州柴油机厂，并非徐州市所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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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职工劳动保险⋯⋯⋯⋯⋯⋯⋯⋯⋯⋯⋯⋯⋯⋯⋯⋯⋯(355)

第三节 物价监督⋯⋯⋯⋯⋯⋯⋯⋯⋯⋯⋯⋯⋯⋯⋯⋯⋯⋯⋯’(356)

第四节 职工生活补助和困难户调查⋯⋯⋯⋯⋯⋯⋯⋯⋯⋯⋯(357)

第五节 离退休职工管理⋯⋯⋯⋯⋯⋯⋯⋯⋯⋯⋯⋯⋯⋯⋯⋯(359)

第七章女职工工作⋯⋯⋯⋯⋯⋯⋯⋯⋯⋯⋯⋯⋯⋯⋯⋯⋯⋯⋯⋯(361)

第一节女职工组织⋯⋯⋯⋯⋯⋯⋯⋯⋯⋯⋯⋯⋯⋯⋯⋯⋯⋯(361)

第二节，女职工教育⋯⋯⋯⋯⋯⋯·⋯⋯”⋯⋯⋯⋯⋯⋯⋯⋯一(362)

第三节女职工保护⋯⋯⋯⋯⋯⋯⋯⋯．．．⋯⋯⋯⋯¨⋯⋯⋯⋯(366)

第四节 职工家属工作⋯⋯⋯⋯⋯⋯⋯⋯⋯⋯⋯⋯⋯⋯⋯⋯⋯(368)

第五节 幼托工作⋯⋯⋯⋯⋯⋯⋯⋯⋯⋯⋯⋯⋯⋯⋯⋯⋯⋯⋯(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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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女职工工作竞赛⋯⋯⋯⋯⋯⋯⋯⋯⋯⋯⋯⋯⋯⋯⋯⋯(371)

第八章职工文娱体育活动⋯⋯⋯⋯⋯⋯⋯⋯⋯⋯⋯⋯⋯⋯⋯⋯⋯(374)

第一节 职工文娱活动⋯⋯⋯⋯⋯一⋯⋯⋯⋯·⋯⋯⋯⋯⋯⋯”(374)

第二节职工体育活动⋯⋯⋯⋯⋯⋯⋯⋯⋯⋯⋯⋯⋯⋯⋯⋯⋯(377)

第三节俱乐部工作⋯⋯⋯⋯⋯⋯⋯⋯⋯⋯⋯⋯⋯⋯⋯⋯⋯⋯(381)

第九章工会信息与通讯报道⋯⋯⋯⋯⋯⋯⋯⋯⋯⋯⋯⋯⋯⋯⋯⋯(384)

第一节信息与通讯网络的组建⋯⋯⋯⋯⋯⋯⋯⋯⋯⋯⋯⋯⋯(384)

第二节 工会信息和通讯报道队伍建设⋯⋯⋯⋯⋯⋯⋯⋯⋯⋯(385)

第三节 工会信息和通讯报道工作的开展⋯⋯⋯⋯⋯⋯⋯⋯⋯(386)

第十章法律和信访⋯⋯⋯⋯⋯⋯⋯⋯⋯⋯⋯⋯⋯⋯⋯⋯⋯⋯⋯⋯(390)

第一节法律工作⋯⋯⋯⋯⋯⋯⋯⋯⋯⋯⋯⋯⋯⋯⋯⋯⋯⋯⋯(390)

第二节调处劳动争议⋯⋯⋯⋯⋯⋯⋯⋯⋯⋯⋯⋯⋯⋯⋯⋯⋯(394)

． 第三节信访工作⋯⋯⋯⋯⋯⋯⋯⋯⋯⋯⋯⋯⋯⋯⋯⋯⋯⋯⋯(397)

第十一章工会经济实体⋯⋯⋯⋯⋯⋯⋯⋯⋯⋯⋯⋯⋯⋯⋯⋯⋯⋯(401)

．第一节初创经过⋯⋯⋯⋯⋯⋯⋯⋯⋯·⋯⋯”⋯⋯⋯⋯⋯⋯⋯(401)

第二节经营宗旨⋯⋯⋯⋯⋯⋯⋯⋯⋯⋯⋯⋯⋯⋯⋯⋯⋯⋯⋯(403)

第三节 县总工会经济实体⋯⋯⋯⋯⋯⋯⋯⋯⋯⋯⋯⋯⋯⋯⋯(404)

第五篇人物⋯⋯⋯．．．⋯⋯⋯⋯⋯⋯⋯⋯⋯⋯⋯⋯⋯⋯⋯⋯⋯⋯(405)

第一章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407)

第一节 革命烈士传记⋯⋯⋯⋯⋯⋯⋯⋯⋯⋯⋯⋯⋯⋯⋯⋯⋯(407)

第二节人物传略⋯⋯⋯⋯⋯⋯⋯⋯⋯⋯⋯⋯⋯⋯⋯⋯⋯⋯⋯(410)

第二章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412)

第一节人物简介⋯⋯⋯⋯⋯·⋯⋯⋯⋯⋯⋯⋯⋯⋯⋯”⋯⋯⋯(412)

第二节 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一览⋯⋯⋯⋯⋯⋯⋯⋯⋯⋯Ⅲ⋯(443)

第三节 先进人物名录⋯⋯⋯⋯⋯⋯⋯⋯⋯⋯⋯⋯⋯⋯⋯⋯⋯(484)

第三章工会领导人和工会积极分子⋯⋯⋯⋯⋯⋯⋯⋯⋯⋯⋯⋯⋯(491)

第一节 县工会历届领导人简介⋯⋯⋯⋯⋯⋯⋯⋯⋯⋯⋯⋯⋯(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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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会积极分子名录⋯⋯⋯⋯⋯⋯⋯⋯⋯⋯⋯⋯⋯⋯⋯(499)

第四章出席全国、省、市历届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及当选委员⋯⋯⋯(522)

第一节 出席中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522)

第二节 出席江苏省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及当选委员·oo eee ooeeoo eeo(523)

． 第三节 出席徐州市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及当选委员⋯⋯⋯⋯⋯(526)

附录⋯⋯．．．⋯⋯”·⋯⋯⋯⋯⋯⋯⋯⋯⋯⋯⋯⋯⋯·”⋯⋯⋯⋯⋯⋯⋯⋯(529)

一、工运历史文献选粹⋯⋯⋯⋯⋯⋯⋯⋯⋯⋯⋯·⋯⋯⋯⋯⋯⋯⋯“(531)

☆陈独秀给罗章龙的一封信⋯⋯⋯⋯⋯⋯⋯⋯⋯⋯⋯⋯⋯⋯(531)

☆陇海路大罢工 罗章龙⋯⋯⋯⋯⋯⋯⋯·⋯⋯⋯⋯⋯”⋯(531)

☆陇海路大罢工宣言⋯⋯⋯⋯⋯⋯⋯⋯⋯⋯⋯⋯⋯⋯⋯⋯⋯(544)

☆陇海路罢工工人之二次宣言⋯⋯⋯⋯⋯⋯⋯⋯⋯⋯⋯⋯⋯(546)

☆请看谁打胜仗 启汉⋯⋯⋯⋯⋯⋯⋯⋯⋯⋯⋯⋯⋯⋯⋯(546)

， ☆徐州国民大会宣言⋯⋯⋯⋯⋯⋯⋯⋯⋯⋯⋯⋯⋯⋯⋯⋯⋯(548)

☆徐州工作报告⋯⋯⋯⋯⋯⋯⋯⋯⋯⋯⋯⋯⋯⋯⋯⋯⋯⋯⋯(549)

☆江苏省委致徐州县委信⋯⋯⋯⋯⋯⋯⋯⋯⋯⋯⋯⋯⋯⋯⋯(555)

☆铜山县委对贾汪工人斗争的计划工作报告⋯⋯⋯⋯⋯⋯⋯(561)

☆徐海蚌特委“五·一’’总示威及整个红色五月工作

计划大纲⋯⋯⋯⋯⋯⋯⋯⋯⋯⋯⋯⋯⋯⋯⋯⋯⋯⋯⋯(565)

☆贾汪矿工人罢工调解协议书⋯⋯⋯⋯⋯⋯⋯⋯⋯⋯⋯⋯⋯(572)

☆两张传单000 4J00000 000$00 000⋯⋯⋯000 000 000 000 900⋯⋯⋯⋯⋯⋯⋯(574)

☆告工人书⋯⋯⋯⋯⋯⋯⋯⋯000 000 000 000⋯⋯⋯⋯⋯⋯⋯⋯⋯(574)

☆工运诗歌拾佚⋯⋯⋯⋯⋯⋯⋯⋯⋯⋯⋯⋯⋯⋯⋯⋯⋯⋯⋯(576)

二、条例规章选录⋯⋯⋯⋯⋯⋯⋯⋯⋯⋯⋯⋯⋯⋯⋯⋯⋯⋯⋯⋯⋯(582)

△铜山县开展职工“生活一条龙一竞赛活动

评比条件⋯⋯⋯⋯⋯000ID00000⋯⋯⋯⋯⋯⋯O 4PO 000 e00 4p OI4J⋯(582)

． △铜山县工会干部管理暂行规定⋯⋯⋯⋯⋯⋯⋯⋯⋯⋯⋯⋯(585)

△铜山县总工会关于基层工会民主选举暂行规定OOO OO eJ d·$0IpBO 0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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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暂行条例⋯⋯⋯⋯⋯⋯⋯⋯⋯(590)

△铜山县群众工资工作委员会章程(试行)⋯⋯⋯⋯⋯⋯⋯⋯(592)

△关于工会兴办企事业若干问题的规定⋯⋯⋯⋯⋯⋯⋯⋯⋯(596)

三、重要文件辑存⋯⋯⋯⋯⋯⋯⋯⋯⋯·⋯⋯⋯⋯⋯⋯⋯⋯”ooooog⋯(600)

o中共铜山县委组织部、铜山县总工会关于由职代会

民主评议干部的意见⋯⋯⋯⋯⋯⋯⋯⋯⋯⋯⋯⋯⋯⋯(600)

o中共铜山县委转发《铜山县总工会关于在乡镇工业企业中建立

工会组织的报告》⋯⋯⋯⋯⋯⋯⋯⋯⋯⋯⋯⋯⋯⋯⋯⋯(603)

附：铜山县总工会关于在乡镇工业企业中建立

工会组织的报告⋯⋯⋯⋯⋯⋯⋯⋯·⋯⋯⋯⋯⋯⋯⋯”(604)

O中共铜山县委办公室转发县计经委、体改委、总工会

<关于在县属全民工业企业推行“共保合同制势

的报告》的通知⋯⋯⋯⋯⋯⋯⋯⋯⋯⋯⋯⋯⋯⋯⋯⋯⋯(606)

附：关于在县属全民工业企业推行。共保合同制一

． 的报告⋯⋯⋯⋯⋯⋯⋯⋯⋯⋯⋯⋯⋯⋯⋯⋯⋯⋯⋯⋯(606)

O铜山县总工会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建设

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609)

o铜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同工会联系的通知⋯⋯⋯⋯(6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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