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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总r：会内江地区办事处办公楼(翔龙山旧址)。

△内江市总工会会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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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市总工会全体干部

职工与全总、省总、市委

的领导同志合影。

到内江慰问。图为全总副主

席腾一龙(左三)、省总副

主席张莲花(女)、市委副

书记胡先春(左二)与企业

职工座谈听取汇报。

》四川省劳动竞赛工作会议

召开。在主席台就座的有省政府副

省长马麟、省总工会副主席田景琦、

内江市政府市长雷秀祥、省工交财

贸政治部、省计经委负责人。

q1987年2月，四川省劳动

竞赛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图

为会场一角。



△1986年3fl，内江市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图为
傅定国主席在主席团主持选举大会的情景。

q内江市总工

会顾问刘震(右)、

副主席宋德芳(左)

在市总工会全委会

主席台上。
‘

<|1989年10月10日，

内江市工人运动研究会成

立。任主席台就鹰的彳】|市

委副书记胡先春(右三)、

省总工会工人运动研究会

副会长邓，呸(右一)、市人

大副主仟熊俊超(左二)、

市政协副主席杨达明(左

一)、市总工会主席，工研

会会长傅定国(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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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会场一角。

r’ ’ ’

△内江市首届青工(车工)

技术比赛闭幕式会场。

q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劳动竞赛领导小组组长郑时

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劳动

竞赛”取得显著成绩。

△1987年内江市劳动竞赛领导
小组副组长、市总工会主席傅定国
和领导小组成员、市总工会副主席
王金全(左一)在内江市首届青工
(车工)技未比赛现场。



陟内江

市总工会新

幻兰2j；劬培

训班教室一

角。

q内江市总工会主席傅定

国在工会干部培训班授课。



△内江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巨平
在内江市女职工演讲比赛表彰会上
讲话；右为内江市副市长曾清华。

△内江市工人文化宫。

喝茜‘函 ；，垦霸甾 卜．
■—童h．

△四川空气分离设备厂工会

干部理论研讨会会场一角。

△四川橡胶厂首届职工代表

大会会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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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场景。

△内江市女职工篮

球比赛场一角。

△|^Jf『=市职1二桥牌比赛赛场。

△内江市职工诗歌朗诵大赛圆

满结束，举行了文艺表演。 △内江市总工会举办全市职工书画展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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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工人运动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传统。早期工人多来自破产

农民，他们既失去一切生产资料，也失去政治自由。工人群众为争取生

存，谋求自卫自救，组织了各种行会、神会、帮会，并进行了一些反帝、

反封建的斗争。经历辛亥革命，内江地区工人阶级开始出现较有规模的

斗争，但多以失败告终，其壮举可歌可泣!中国共产党内江地方党组织

成立后，内江工人运动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入自觉斗争阶段。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工人阶级对统治阶级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

斗争，始终成为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主线!其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运动经历了曲折、前进的历程。在取

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今天，内江工人阶级的经济生

活、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和深刻的变化，他们为推动内江地区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实践中，世纪之交的历史赋予当代

工人阶级以重任。继往开来，我们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对工人运动的历史进行科学的总结，并以其指导和探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工人运动。

《内江地区工运志》是内江工运史上第一部专志。本志自1 91 1年至

1 985年，记述了75年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它以翔实的史料反映了早

期内江工人队伍产生的历史条件，从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的历程；反

映了内江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发展社会

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而记载着内江工人阶级对共产主义的

坚定信念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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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地区工运志》，在四川省总工会、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历经八载而成书面世。我们

相信，它既能帮助全市广大职工了解内江工人阶级的历史和现状，成为

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又能帮助广大工会

工作者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成为探索工运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教科

书。切望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通过阅读和运用这部专志，振奋精神，

为内江工运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史篇。

本志在纂修过程中，得到了内江市地方志办、党史办、档案局

(馆)，以及有关单位及其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谨以此专志，献给一切为内江地区工运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同志和

朋友! ·

内江市总工会主席傅定国

于1997年10月成书之日



凡例

凡 1歹IJ

．一、本志主要记述内江地区职工运动及职工的基本状况。

与工运相关及职工中的可存史人物列专章，重要工运史料存

于附录。

二、本表以一九八五年底内江地区所辖八县一市为记述

范围。之前曾隶属内江地区之井研、仁寿、荣县等不可不书之

史实，略书其始末。

三、本志上限始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下限断至一九八

五年，个别事物为溯本清源，不囿此例。

四、职工运动事多而纷繁，以纪事本末体专题记述，以明

始末。

五、历史、纪年、地名、政府机构、团体均用当时名称。

历史纪年夹注公元，地名夹注今名。

六、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

七、人民币一律换算为一九五五年后的新人民币表述。计

量单位以法定为准。

八、数据以地区统计局和工会统计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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