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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罱

《北京电信工会45年大事记》，较系统地记载了解放后北京

电信工会的成立和发展，及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展多种

形式的群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首都电信事业的发展。同时，也

展现了首都电信工人，为振兴首都的电信事业，几十年来，坚持

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前进道路上

诸多的艰难险阻，英勇拼搏的矫健身影。

编写本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回顾与总结北京电信工会工作和

首都电信职工运动的经验；二是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

理，把首都电信老前辈的艰难创业精神，记载下来，传之后世，

使之发扬光大；三是为以后编写首都电信工运史打下基础；四是

可供后来者查阅资料之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千年古都，获得新

生。北平电信职工也迎来明媚的春天。仅仅半个月之后，即2月

15日，北平电信局工会筹备委员会就宣布成立。又一个半月之

后，即4月6日，就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北

平电信工会第一届执委会。解放初期，北平电信工会的建立之所

以如此之快，是和解放前的1948年北平电信职工在中共地下党

的领导下，开展的争取合理生活待遇(即六八斗斗争)、改组旧

工会、饿工、护局等一系列斗争分不开的。经过这些斗争，培养

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成了解放后建立新工会的中坚力量。特

别是经过斗争洗礼的广大电信职工，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解放

后能够立即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各项活动中去，使北京电信

工会的工作充满着勃勃生机。

45年来，随着行政机构的变迁，北京电信工会的名称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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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变四次。1949年为北平(京)电信局工会；1956年一分为

四，即北京市电报局工会，北京市长途电话局工会，北京市市内

电话局工会、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处工会；1958年又将上述电报、

长话、无线三局工会合并成立北京市长途电信局工会；同时仍分

设北京市市内电话局工会；1983年，最后将北京长途电信局工

会和北京市电信局工会(原市内电话局工会)合并成立北京市电

信管理局工会。

众所周知，45年来的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发展，曾

几经坎坷，其中如1951年批判所谓的“狭隘的经济主义”、“工

团主义”；1958年的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提出的所谓“县工

会消亡论”，“城市人民公社和工会合而为一论”。但这两次对处

于最基层的北京电信工会来说，影响都不太大。惟独1966年下

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北京电信工人运动和

工会工作，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破坏，工会组织被砸烂，业务被

迫完全停止，劳模先进和大部分工会干部遭批斗，被下放五七干

校、内蒙兵团或农村劳动。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工会九大的召开，工会组织才得以平反，工作才得到全面恢复，

工人运动才又步入正规。

45年来，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会的性质、任务、

职能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一直是广大工会工作者所孜孜探讨研

究的课题。1950年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它在法律上给工会组织规定了广泛的权利与重

大责任，还就工会应担负的工作、工会的基层组织等事项作了明

确规定。1952年11月20日，全总召开全爵正会基层工作会议，

介绍和推广沈阳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经验。当时的《工人日报》为

这次会议闭幕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把工会基层工作作好，就

必须明确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教育、生活三位一体的工会基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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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北京电信工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历史时

期内，基本上是实践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教育、生活三位一

体的工会基本任务的。“文化大革命”后，又经工会九大、十大

的不断总结和发展，到了1988年的工会十一大，系统地提出了

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工会的一个中心、两个维护、四项职能，

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两个维护的统一，全面

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社会职能。并在1992年4月

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法》中得到立法确认。

实践证明，45年来(其问“文革”除外)，北京电信工会基

本上依据四项职能的原则，为首都电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局

，党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如职工代表大会的建立

和逐步完善；多年来连续不断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竟

7赛和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群众运动；每年的先进生产(工作)

者：先进集体评选和表彰；逐年组织劳模先进荣誉休养；对生活

困难职工的困难补助；对劳动保护工作的监督；组织开展文化技

’术教育，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等等，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大事记还基本展示了北京电信职工，为了摘掉首都电信的落

后帽子，4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

搏的精神风貌。从解放初期广大电信职工为了迅速恢复通信，支

援解放战争，踊跃献纳电信器材起始，五六十年代为了减少和消

灭通信中的差错、延误、机线障碍，热火朝天地开展各种劳动竞

赛，成千上万件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项目的提出和实施，先进

经验的总结和推广，项项基本建设工程的竣工，使首都电信事业

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电信职工，学习新

技术，采用新技术，使首都电信更插上腾飞的翅膀。回顾45年

来，市内电话从共电式、步进制、编码纵横制，发展到八九十年

代的全部程控化、光缆化。长途电话从载波到微波，从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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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接续，到半自动立接，九十年代基本实现国内国际自动直

拔。电报从人工听抄，到快机电传作孔，发展到八九十年代的自

动转接。无线通信从号称远东第一发讯台的建成，到八十年代的

卫星通讯，再到九十年代的大哥大全国联网。目前，无线寻呼、

移动电话、可视电话、会议电话、数据通信、电子信箱、分组交

换、磁卡电话、长途200号等世界上先进的通信手段，都在首都

得到迅速发展。1993年，市话普及率已达到13％，市区达到

23％；无线寻呼用户达到20万户；移动电话达到3．2万户。

45年来，首都电信职工努力改善服务，落实人民邮电为人

民的信诺。如六十年代抢救山西因食物中毒的61个阶级弟兄，

抢救锦州26名烧伤工人；七十年代抢救河北尚义县72名少年儿

童误食苍耳中毒；八十年代抢救北京无线电仪器厂因煤气中毒奄

奄一息的于佑明同志；九十年代的出色完成第1l届亚运会通信

任务以及为解决用户装电话难而开展的1．8万大会战等等，广

大职工都表现出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的主动服务精神，受到

全社会的赞扬。

此外，首都电信职工，还谱写了一部承担特殊通信任务的南

征北战史，如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支援西藏通信建

设、日内瓦国际会议通信、华中防汛、内蒙防鼠疫、松花江破冰

抢险、青海平叛、攀登珠穆朗玛峰、逐年的永定河报汛、密云水

库报汛。六十年代的福建粉碎蒋军窜犯沿海的斗争、支援新疆第

二颗原子弹爆炸、天津抗洪、邢台地震。七十年代的支援唐山大

地震恢复通信工作。足迹遍及十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国家。所有

担负这些任务的职工，都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干，出色地完

成了各次通信任务。他们大都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乃至生与死

的考验。个另1j的已永远安息在拉萨河畔。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

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给北京电信职工运动史上增添

了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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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知今，温故知新。昨天，今天，明天，是一串不可分割

的历史链条。读史方知前辈创业之艰，读史能增今日进取之志，

读史可卜未来努力取向。愿本书钓出版，能为北京电信创业史增

添一笔精神财富，并望后来者能使之发扬光大。谢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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