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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林道本

序

·林道本·

作为海口市的工会文化事业单位，工人文化宫不论是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海口市的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是

广大职工和群众喜爱和向往的学习娱乐园地。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新高潮。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文化宫正在启动全面改造工程，

以期进一步发挥它在新时期的更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时候，时任市委

副书记的高锦全同志勉励文化宫主任王善光同志：“盛世修史，现在工

人文化宫的工作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应及时组织人员编撰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宫志，以其记述既往，弘扬海El工人阶级的高尚品

德与优良传统，激励今人，启迪后来者，并使其成为教育广大职工的

传统读物。”高锦全同志的嘱咐，便是本宫志得以产生的直接动因。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于1951年。当时，海口市百业待兴，场地

奇缺。为了兴办工人的文化福利事业，市政府决定搬出自己的办公室

(旧址即现在的解放东路市妇幼保健院)以作为工人文化宫的宫址。刚

获得翻身解放的工人群众，从此有了一块展现工人阶级文化、生活和

福利的地盘。上世纪50年代后期，市委、市政府和市总工会，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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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发动和带领全市职工群众，在解

放西路的南边，填塘造地2万4千多平方米，并在这块新的宫址上陆续

建造一批新的场馆，宫容宫貌大为改观。1981年6月，堪称“全岛第

一”的工人影剧院落成揭幕；1989年10月，颇为宏伟的6层近8000

平方米的综合文化活动大楼落成启用。至此，文化宫总共有了1万3千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活动场馆。从此，地处海口市最为繁华地段的工

人文化宫，为开展各种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宫坚持办宫宗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努力把文化宫办成职工的名副其实的“学校与乐园”。首先，文化宫始

终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伟大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宣传

中央以及省、市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成为海El市一方

活跃的思想政治宣传阵地。其次，她又总是及时地传播工会工作信息，

努力宣扬工厂企业的先进典型，成为市总工会的重要工作支点、展示

基层工会工作新气象的窗口。再次，她它还以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阅

览室，以及各种内容的学习班、科学知识讲座，吸引无数渴求知识的

职工群众，成为深受欢迎的业余学校。它更以优美舒适的室内外环境

及免费或低价的周到服务，为职工群众创造一个在紧张劳作之余的休

息场所，成为人们娱乐休闲、陶冶情操的精神家园。

文化宫由于具有群众文化的特点和优势，因而又是职工和市民群

众展现各种才艺的舞台，成为各行业部门发现、培育人才的摇篮。如

今，一大批已成长为市内、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名气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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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作家、演员、摄影家，他们几乎都有一段在工人文化宫学习、

训练和成长的经历。

在过去了的50多年中，文化宫得到过上级的充分肯定和职工群众

的广泛赞许。上世纪70年代末，她就是广东省的先进工人文化宫。

1983年它荣获“全国先进工人文化宫”的称誉，1993年被授予“全国

工会文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1998年被定点为“全国工会示范工人

文化宫”。

工人文化宫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和荣誉，主要是有历届市委市政府

的关怀支持，有上级工会的正确领导及大量投人，有基层工会和职工

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奉献，有海口、海南文化界人士的热心支持。正是

有这些政府部门、机关单位和群众的支持和一茬又一茬的员工，满腔

热情地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许许多多

的业绩，使文化宫始终成为海口市群众文化的亮点。

回顾工人文化宫的发展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把

她记录下来，不仅是对前人的肯定、敬重和颂扬，也是为今后继续从

事工会文化事业的人提供一份有益的借鉴。因此，文化宫领导按照上

级的指示要求，决定把撰写好宫志当作文化宫的一项基本建设任务来

抓。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宫志已经成型。总的看，书稿较清晰地

记述了文化宫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工作活动历程，较翔实地记录了几

代文化宫员工热情地为党的中心任务、为基层职工群众服务的思想事

迹，一定程度反映了工会文化事业的工作经验与规律，还筛选、辑录

了一批有认知价值的原始史料，呈现了较鲜明的年代气息和工人文化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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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可以说，有这样的工作成果，是可喜可贺的。

工人文化宫作为职工的“学校与乐园”，是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

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阵地。胡锦涛总书记

在党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完善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因此，今

后，工人文化宫的建设和工作，更是任重而道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工作目标。我们

从事工运事业的工会工作者和文化宫全体员工，应从文化宫的历史上

感悟到自身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当前，市场化、信息化越来越繁荣

发展，职工和市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样，标准欲望也越来越

高。我们务必与时俱进，迎接挑战。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工会

法》所赋予的职能权利，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努力谱写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历史的新篇章。

(作者系海I：Z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市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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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王善光·

即将履任之时，市委副书记高锦全同志指示我：在把文化宫工作

做好的同时，撰好一部宫志。做好工作，责无旁贷；对撰好宫志，我

既感荣幸，因为这是文化宫历史上的首次，同时又感到修志是件费时

劳神而难达到“满意”的编篡工程。

“志(慧)，记事的书或文章。”(《辞海》)

海KI市工人文化宫仅是个市总工会属下的副处级文化事业单位，

关于她的志书不必与县(市)的志书相比照，但是记述她的历史事实，

同样有一个如何记述得准确、清晰和大体合乎章法的问题。

为此，我们认真地学习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条例》及若干治

史论述，广泛收集和深人分析文化宫的历史资料，尽量借鉴新编志书

的编写经验，然后决定采取现在的框架结构与内容安排，认为这样，

也许能够较好地反映文化宫的发展轨迹及历史面貌。

宫志初稿完成之后，我们打印30份，分别呈送上级领导、部门及

有关同志，敬请他们审阅、指教。令我们欣慰的是，大家对我们的劳

作，几乎是一致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接受阅审

的同志都为提高志稿的质量而不吝指正。韩本元、蔡家雄、陈玉兰、

陈绍义、杨大德、高华、沈雄、张业瑛、陈玉成、邓达洲、孙发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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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已退休的市总工会部门领导和文化宫领导，对志稿作了更正、修

改和充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川海、左娟、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

海云，对志稿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前任市总工会主席王国地，

专门为志稿召开了研讨会，为完善志稿作了深入的探讨；市政协副主

席、市总工会主席林道本，在百忙中审阅志稿并为宫志作序；前任市

委副书记、现任市人大主任高锦全，对官志的撰写一直予以关注并提

出很高的要求；前省人大秘书长毛平和市人大秘书长潘鸿英两位同志，

不仅花费宝贵的时间审阅了志稿，并且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言。在此，

我代表文化宫谨向上述诸位领导和同志对本宫志的关心、支持和指点，

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我们对志稿又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增删、

修改及编排布局调整。可以说，比起初稿，其质量应该是有所提高的。

然而，我们的水平毕竟有限，现今的志稿肯定还存在纰漏或其它不如

意之处。修志前贤有言：“没有任何缺点错误的志书是没有的”，“志书

不厌百回改”。我们恳切希望阅者继续给予指正。

(作者为本志编委主任、工人文化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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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沿革图表”，显示文化宫体制沿革、组织机构和场地变化

及相关的年代的人员数据。表中记的“中层骨干”是指宫各时期的部

门负责人(先设组，后设股，再后设部)。

2．建宫的58年“纵述”，是宫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便于记述，

其基本思路是将文化宫58年历程，划分为几个互相衔接的时期，纵述

文化宫的历史，横记文化官各个时期的场馆建设和主要工作活动。对

58年做了划分，大致是依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同时这样也符

合文化宫各个时期的工作实际。

3．“大事记”中所记的“大事”，是指文化宫本身所开展较为重要

的工作活动，或较大的基建工程等。

4．“规章制度”、“工作总结与经验”选录，体现当年工作活动的

指导思想和管理要求，有助于了解文化宫的发展和变化。但因档案不

全，1984年前的规章制度出现空白。

5．“我记忆中的工人文化宫”，其作者都是当年对文化宫有贡献的

业余工作积极分子。宫志选登他们的诗文，一是为了彰显以他们为代

表的文化宫的千百名业余工作积极分子的成绩；二是以这些诗文从不

同侧面充实宫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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