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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上一——L一

刖 吾

编史修志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荆今人而惠后世的千秋大

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

形势，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1985)33

号文件，国内各地方、各行业都着手于修志工作，出现一个。盛世

修志”的局面。

锦州市工会自1949年7月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7

年间，较好地贯彻了党在各时期的方针、政策，带领全市职工投身

到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起到了党与职工

群众间的纽带和党的助手与政权的支柱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锦州市工会立足改革，开创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1983年5

月以来，市工会开展争创“职工之家”、争做“职工之友”的“双

争”竞赛活动，调动了全市职工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得到中共锦州

市委、辽宁省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肯定。

我们根据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总工会工运

史、工会志研究室部署的编写工会志的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则，编写了这部《锦州市工会志》，记述了锦州市工会建立以

来的各项工作，希望它能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并推动两个文

明建设和城市经济改革的进行。

我们的工作得到市委党史办，市志办和省工会史志研究室的关

注-9指导以及各有关方面的支持．』．限于编写人员水平并资料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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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领导、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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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总工会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6年12月



凡 例

《锦州市工会志》记述了锦州市总工会自成立以来，贯彻党在

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的情况。其中将锦州市工会领

导的六个县、一个县级市、五个区工会和市总工会直辖的各大厂

矿，企事业基层工会的工作也纳入本志内。金志共7篇22章59节

(包括一篇工人运动)。约34万字，并有照片6张。 《锦州市工会

志》的时间断限白1948年l 2月锦州市职工总会筹委会成立起至1985

年末止。 “工人运动”一篇时限上溯到1922年。

《锦州市工会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

是、宜粗不宜细、详近略远、生不立传四项原则，贯彻民族政策，

统战政策、宗教政策、涉外政策和保密政策。

《锦州市工会志》的体例包括记，志、传、图、表、录，以记、

志为主，横排竖写，以时系事，横不缺项，竖不断线，在编写中注

意突出地方特点。

《锦州市工会志》的资料来自锦州市档案馆和锦州市工会的存

档文件， 《锦州日报》上有关内容、一些老工会工作者的回忆录以

及各县(市)、区工会和各基层工会提供的材料。在收集和编写

中，我们注意了资料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力求做到。准确地反映所

依据材料，所依据的材料必须准确”。

在语言文字上， 《锦州市工会志》采用现代语体文，以叙事为

主，对所记的事不加评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不写体会，不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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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式。并尽力做到语言严谨准确，简明朴实，不用修饰词语，不

用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词语，语句合乎现代语法，用规范简化汉

字，准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锦州市工会志》一律用当时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不用“我市一、 “我们”等第一人称代词，客观地反映锦州市工会

的工作。

|t



锦州市总工会办公楼外景(现址)



锦州市职工大学教学楼



一九八五年三月锦州市总工会主席丁日忠(右起第一人)

在锦州市工会第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为先进“职

』：之家”单位发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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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是通往关内外的咽喉。市府所在地一一

锦州，是座历史古城，军事要地，交通柩纽，是辽西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有工业企业2，771个，职_T_．64 7，649人(不合

临时工，也不含铁路与乡镇企业工人)，是一个新兴工业地区。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沟帮子和锦州的铁路工人就数次秘密组建

了工会，工会带领工人进行过多次经济斗争。日伪统治时期，上述工

会组织遭到破坏。1 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锦州铁路和地方

一些较大工厂成立了工会，带领职工组织武装纠察队，维持治安，

开展反顽肃奸斗争，着手恢复生产。以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

转移，协助迁厂，并组织一批铁路工人离锦到外线，开展破路斗

各
-J o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备，于1949年7月

召开了锦州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锦州市职工总会。当

时市内有基层职工会和筹委会28个，共有工会会员2，3 72名，占职

工总数1 7，971人的14叻(不包括铁路和各县)。

锦州市职工总会在中共锦州市委的领导下，贯彻六次劳大和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方针，一方面团结和带领职工恢复和发展生产，一

方面积极组建工会，发展会员。五十年代初，《基层工会组织条例》

公布后，先后在重点企事业工会建立各种工作委员会，又按行业系

统建立4个产业工会。同时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成立工厂管理委员

会，工人参与管理，发挥主人翁作用。195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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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险条例》公布后，工会积极推动市内国公营企业开始实行

劳动保险制度。市工会动员职工参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三

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活动，

培养马恒昌式的先进生产小组，对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从

1 953年开始，市工会贯彻中国工会七大方针，对职工进行党在过渡

时期总路线教育，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加强文化、技术教育，

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I 956年，市工会组织职工支援农业，私营企

业工会积极推进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一时期，市工会执行全国总工

会“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方针，在工会生

产、职工生活福利、文化教育和劳动保护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

大成绩，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56年底，市直属

基层工会发展到21 3个，工会会员达49，6 16人，占职工总数66；028人

的74％。

1957年，市工会发动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革命、技术革新

活动，并先后在较大厂矿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1957年后，工会工作受到“左”的干扰，曾错误地批判“工团

主义”、 “经济主义”等，压抑了广大工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l 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出现了一股“工会消亡’’风，锦州地区

有的县工会也在1 959年“消亡”，但不久根据中央和市委文件指示

得以恢复。当全总错误地批判赖若愚，辽宁省工会错误地批判张烈

时，锦州市工会也给市工会有的领导人，强加上“强调工会组织的

独立作用，把工会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罪名，粗暴地进行批

判，造成工会干部不敢大胆工作，使工会组织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

削弱了工会的作用，脱离了群众。

1958年“大跃进”中，工会在宣传上助长了高指标、浮夸风和
2



“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忽视了安全生产和职工生活福利。当

时，发动职工大炼钢铁，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

另一方面，工会贯彻中国工会八大方针，发动职工开展以技术

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和比，学、赶、帮、超运动，推

动了生产的发展。

六十年代初，市工会推行鞍纲“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

职工代表大会制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开展学雷锋、学习解放军和

工业学大庆活动。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组织职工开展“南泥湾”

生产运动，使职工在当时条件下吃得饱些，对保证工业生产任务的

完成起到了作用。在锦州创办新兴工业时，有关单位工会组织积极

配合，为创建锦州大庆式新兴工业地区作出了贡献。

1966年5}2，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锦州市总工会组织即

陷于瘫痪。1968年4月，锦州市总工会组织被“造反派”头头金德

纯等人篡夺，以“工代会”取代了市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县、区

和基层工会也统统被“工代会’’取代。 “工代会”坚持“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抓“大批判”，抓“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批“唯生产力论”，迫害劳动模范和工会干部，严

重地破坏了生产。

1973年6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锦州市工会召开第十届会员

代表大会，各县、区也相继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各级工会组织

得以恢复。但在“四人帮”代理人把持下，曾搞“反击右倾翻案

风”，颠倒了是非，严重地干扰了工会工作。

l 976年1 o月粉碎“四人帮”后，锦州市总工会发动职工揭批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77年揭批“四人帮”在锦州的打手金德纯

破坏工会等罪行。但当时坚持“两个凡是”，仍提“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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