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皋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

缬

玄{l乏文葶虫／,t牡



如皋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

六j艮文葶虫盥盐



10

刷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修

监 修

主 编

责任编辑

编 辑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修

监 修

主 -编

责任编辑

如皋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

(1992．5—1994．4)

李慧宏

陈建中洪美兰

(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炳江 陈兰芳 陈建中 李慧宏 杨灿

杨嵩春姜步连赵建华洪美兰祝祯祥蔡成秀薛伯梅

李慧宏
，

蒋凤广 ．

祝祯祥
’

卢延林
一

缪祖祥

(1994．4—1997．5)

李慧宏

朱阳洪美兰祝祯祥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 阳 孙志毅何松山 李慧宏 杨灿

杨嵩春周维国姜步连洪美兰祝祯祥蔡成秀薛伯梅

李慧宏
’

蒋凤广

孙志毅 ?

卢延林



(1997．6—1998．3)

主 任王学桂

副主任朱阳环俊仁洪美兰祝祯祥。．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学桂王维高朱 阳孙志毅何仕理

杨嵩春环俊仁周维国‘姜步连洪美兰祝祯祥蔡成秀

薛伯梅 ·

主 修王学桂 ．

’1

协 修祝祯祥蒋凤广

主 编孙志毅

四

。

(1 998．3一 )

主 任朱阳

副主任环俊仁洪美兰祝祯祥张维嘉(增补)

顾 问李慧宏王学桂蒋凤广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辉王维高朱 阳

。、’ 何仕理杨嵩春陈福南环俊仁周维国

祝祯祥蔡成秀 ，

主 修朱 阳
’ 协 修祝祯祥

主 编孙志毅

，

皿

孙志毅张维嘉

姜步连洪美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在全面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如皋县工会志》问世。

这是值得庆贺的。
1。

如皋工人阶级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而诞生，具有光荣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她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列，为发展如皋、振兴如皋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同样；如

皋的工会组织有着光荣的历史。在中共如皋县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工会坚决贯彻
一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大

力开展群众生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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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职工思想道德和文化技术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有力地推进了如皋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如皋县工会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文字朴实。它以史为鉴，如实记载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皋县工会组织建立、发展的战斗历程，反映了如皋工人

阶级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编纂出版《如皋县工会志》，对

于在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中进行工人阶级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
。

育；对于研究解决新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工会

的自身改革和建设；对于团结、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为如皋全面达小康、加

、 速现代化同心同德，勤勉敬业，作出更大的贡献，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相信，《如皋县工会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如皋市总工会主席卑
1998年6月



凡 例

‘

二、本志上限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限断至1991年2月国务院批

准撤县建市。照片延至截稿。

二、本志贯彻详今略古原则，对建国前工人运动及工会工作，由于资料缺乏，

只得从略记述。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工人运动篇有关内容涉及如东、海安两县部分地区，

其它篇章为现时如皋全境。 ，

四、本志以志为主，述、记、照(图)、表、录诸体并用。层次为篇、章、节、

：目。首尾设序言、凡例、附录、后记。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
’

五、本志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其中建国前括注清光绪纪年和民国纪年。

“解放前"、“解放后一以1949年1月27日如皋全境解放为界。

六、本志使用国家统一的计量单位。但记述1955年以前的人民币币值未按新

版人民币换算，括注时币。各项数据以县统计部门、县工会年报及有关统计资料

为准。
’

，

， 七、本志有关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一般用简称，其中1950年5

月一1954年3月“如皋县总工会一甩“县总"简称；1954年3月一1959年5月，

． “如皋县工会联合会"用“县工会"简称；1959年5月后使用“县总"简称。
”

．’ 八、本志介绍县总工会历届主席简历；为工运历史人物和部分劳动模范作简

介；其余列名录。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如皋县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县总工会自存档案、部

分老工会工作者的口碑资料，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概 述

概 述

如皋县位于长江入海口北岸，南临长江，北与海安县、东与如东县、东南与南

通县接壤，西南与靖江县、西与泰兴县毗邻。县城如皋是苏中地区历史古城之一。

如皋约于5000年前成陆，公元411年(东晋义熙七年)建县。如皋县辖治民国时包

括现在的如东县和海安县的部分地区，1941年3月建立如西县，1945年9月，如

皋城第一次解放，复名如皋县。199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全县总面积147平方公里(不含江面)。辖有9个区，11个镇，42个乡，耕地面

积122．42万亩，人均0．93亩。至1990年底总人口144．68万人。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建国初期为14951万元，1990年增长到250009万元(1980

年不变价)，其中工业总产值196784万元。

如皋的工人阶级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而诞生：民国初年，已有五、六家工厂较

有影响。较早的工厂是民国三年(1914年)由许树橥(扮)、田明哉创办的贫民工艺

厂，招收如皋城及各乡区贫民100名当工人，以织布、漂染为大宗，产品曾在江苏

物产展览会农商部国货展览中获优等奖。以后皋明电灯公司、如皋花边丝线公司

(设于东乡掘港，现隶属于江苏省如东县)、阜昌染织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陆续开

业。1947年道生米面厂，裕民、裕丰两油米厂相继建成投产，如皋工人阶级队伍随

之壮大。据1949年2月中共如皋县委对全县工人和职员状况的调查，全县工人人

数伪时(日本侵略军占领时)4160多人，我时(1945年9月如皋城第一次解放时)

2570人，现时1880多人；职员数伪时620多人，我时450多人，现时360多人。至

1949年底，全县全民所有制职工达2624人，职员800余人，加上其他类工人，共拥

有一支3600多人的工人队伍。
。

解放前，如皋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

过着被剥削、被奴役的苦难生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皋工人阶级从诞

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 ．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如皋的工

人阶级和全国工人阶级一起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为声援五四运动、支援上海工人斗争，为自身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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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游行，抵制英货、日货并配合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20年

7月如皋丝线厂工人举行了首次有组织的产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获得胜

利。1925年6月，如城工人、市民、学生成立“如皋‘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罢工、

游行，上街演出，张贴标语，支持上海工人罢工。还组织纠察小组，查封了有英货j

日货的鸿福昌等四家百货商店和布店。6月30日，约万余人举行如皋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游行示威，在游行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1927年初，打丝线络丝线工人成立如皋丝线职业工会。之后，中共如皋县委根

据江苏省委指示，成立了开展群众工作的组织，更好地联合汽车业工人、黄包车工

人、小车工人、丝线工人展开有组织的斗争，此即如皋县总工会的雏形。是年5月

上旬，国民党如皋县政府以维护交通秩序为由，不顾黄包车工人死活，禁止在大

街、桥头、巷尾停车，中共如皋县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领导组织了第一次黄包

车工人罢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提高了黄包车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斗争信

心。10月13日，中共如皋县委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建立如皋县总工会筹备委员

会，徐名友、苏德馨、王盈朝、周惠吾、任百川等5人为委员。不久，如皋县总工会正

式成立，主席为刘君霞。1928年4月29日，为策应中共如皋县委领导的“五一’’工

农武装暴动，工运领袖周惠吾、刘君霞在如城领导黄包车工人第二次罢工，两天后

刘君霞、周惠吾等9人被捕遇害．县总工会被查封。不久，中共党员徐家瑾在如城

t 秘密恢复、重建了打丝线工人工会、黄包车工人工会、店员工会等。

。，抗日战争时期，如皋西乡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工人抗日联合会。1941年初，在

、 党的民运工作队指导下，如皋东乡马塘(现隶属于江苏省如东县)建立搬运、手工

业、商业等抗日联合会，不久成立总抗会。总抗会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

并积极参加反清乡斗争。是年8月，日军侵占如皋东乡马塘后，总抗会转移到农村
‘ 坚持斗争。 ， ：

’

。 ，．．

抗日战争胜利后，如城区委在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教育职工树立主人翁观

点；调整劳资关系，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组织工人纠察队惩奸反霸、维护

治安，保障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1946年7月，新四军被迫北撤，国民党重新占据

如城，如皋工人不屈不挠，纷纷组织起来罢工、罢市、罢教，反内战、反迫害、反饥

饿，要和平、要民主，并开展护厂斗争，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种种阴谋。，?

， 1949年1月，如皋全境解放，从此如皋的工人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者成为社

会的主人，建设新如皋的主力军。如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如皋工人运动史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

在中共如皋县委领导下，如皋工人阶级迅速组织起来。1949年2月县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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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委员会成立，并组建了码头、箩脚、人力车、小车、挑草、搬运等行业工会。1950

年5月1日召开县首届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如皋县总工会。接着店员、教育

等产业工会也相继成立。 ‘。

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j第二次解放前夕的如皋处于经济严重萎缩、萧条

的境地，许多工人失业，劳动人民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解放初期工会面对这种严峻

形势，一方面尽快把职工组织引导到工会中来，一方面进行“劳动创造世界’’、“工

人和资本家谁养活谁’’的政治启蒙教育，激发工人主人翁的积极性，并通过劳资协

商会议，团结督促资方和职工共同克服困难，努力复工复业；协助政府救济失业工

人、组织职工生产自救、帮助失业职工转业、重新就业等，并在有生产(业务)的企

业广泛开展劳动(业务)竞赛，发动职工学先进、创先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

些工作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_

如皋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

人民政权，进行了扎实有效的工作。县总工会积极响应全国总工会1950年11月

发布的全国工人阶级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宣言》，动员和组织职工群

众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积极开展了爱国主义增产节约竞赛、和平签名、

捐献飞机大炮、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等活动。全县先后举行了较大规模的“三八一、

“五一"爱国游行示威，如皋城区有3015人参加和平签名，占产业工人的90％以

上。有81个基层工会订立过爱国公约。全县工人共捐献飞机大炮款10525．37万

元(时币)；参加义务输血者160人，组织义务担架队50个。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工会发动职工检举、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共83名，组织工人纠察队参加防匪、

防特，保卫工厂、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发动职工参加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运

动，废除对工人带有封建色彩的旧制度，在建筑、搬运行业开展了反对封建把头的

斗争，通过参加民主改革使工人真正感受到在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在。三反’’①、。五

反’’②运动中，如皋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站在运动的前列，勇于揭发不法资本家和

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其中店员和手工业工会成立了27个战斗小组，先后共收到

检举书6974份。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提高了

职工的政治觉悟，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1‘

在恢复国民经济搞好生产的基础上，工会还努力关心和改善职工物质、文化

生活。组织职工学政治、学文化，创办工会俱乐部，开展群众文娱、体育活动，督促

①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②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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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办工人食堂，实施劳动保险条例等，逐步使工厂企业的集体福利设施建立起

来。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皋各级工会向职工广泛深入地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发动职工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将劳动竞赛逐步由提合理化建议、推广先

进经验，引导到以革新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方向上来。1955年开始

在各行各业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这一运动的开展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

弘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

他们在生产(工作)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这个期间工会还组织职工参加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支持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至1956年初，全县

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者全部走上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道路，广大职工彻底摆脱

了雇佣地位，成了企业的主人。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奋斗，全面完成了第一个五年

计划。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7

年，县总工会根据县委和江苏省总工会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组织职工参加

“整风一、“反右”斗争。1958年，中共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总路线。是年7月31日，县总工会四届六次执委会通

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促进工会工作全面大跃进，开展全县工会工作社会主

义竞赛的保证书》。会后，全县掀起了宣传、学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广大职工积

极投入大跃进行列，掀起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浪潮，县城和城镇出现了一些新的

工业企业。但是一时的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也给

工会工作带来了影响，尤其是1959年刮起的“工会消亡风’’负面影响甚大。

，这期间，全县各级工会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开展争当先进生产(工作)者、“巧姑娘"、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等竞赛活动，发动职工

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1959年底统计，全县共涌现出巧姑娘1200多个。

1960--1962年间，县总工会拿出1万余元支援建设公社洋桥大队发展生猪生产，3

次组织工人访问团访问农村，与农民联欢。各单位清理137万元的农用物资支援

生产第一线，农灌期间组织120多个技工下乡检修农机。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总工会及各级基层工会逐渐瘫痪，停止活

动，由各级造反组织替代。造反组织内部派性斗争激烈，社会动乱不止，但绝大多

数职工仍然坚守生产(工作)岗位。 7．

‘

1973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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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后，按县委指示，于5月开始进行基层工会整顿健全工作，8月27日一30 El

召开如皋县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八届执行委员会，县总工会正式恢复。

从工会恢复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各级工会将

精力集中到所谓“抓大事"上，工会应做的主要工作进行得很少。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各级工会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发动职工

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并联系工运实际揭露他们分裂工人阶级、

破坏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罪行，发动和组织职工开展学韩桥(煤矿)刨“百日红’’

等竞赛，推动学大庆运动的不断深入。这些工作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显示

了工人阶级在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与此同时，职工业余教

育、文化体育活动、生活福利工作、女职工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工会。九大’’后，经过拨乱反正，广大工会工作者

精神振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进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

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工会按建设“四有”职工①的要求，加强了对职工的思

想教育工作，组织职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用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广泛进行改革开放形势教育，“五讲四美

三热爱”②宣传教育，。四有’’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创树’’⑧主题教育活

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陶冶了职工的思想情

操。县总工会于1979年9月恢复县职工业余学校，1981年8月正式建立县工人文

化宫。 ．
． ，

‘

．。

各级工会组织紧紧围绕党政各个时期确定的经济建设目标，深入发动和组织

全县职工抓住影响经济全局的重点，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和企业生产经营的难

点，广泛开展群众性立功竞赛活动和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技术交流、技术攻关、合

理化建议、女职工“巾帼建功、巧手奉献"等活动，为完成“六五"、“七五"计划、振兴

如皋经济作出了贡献。 。

各级工会努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群众生活，积极为职工办好事、办

实事。1988年12月，建立如皋县总工会法律顾问处；1989年9月建立如皋县退休

职工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与县总工会生活女工部合署；同年11月，建

立如皋县女职工委员会，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如皋县女职工劳动保护暂行办法》。

①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②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卫生、讲秩序，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创树：刨企业精神、树立主人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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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工会协助政府和企业行政做好职工住房困难户调查，参与职工住房分配；认

真做好职业病和妇科病的普查与防治；办好职工食堂、托儿所，开展后勤生活一条

龙服务竞赛，对市场物价进行监督检查；对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补助，开展送温

暖、做好事活动等，为广大职工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生产。‘

在改革中各级工会强化民主管理工作，认真贯彻“三个条例"，试行了民主选

举厂长、车间主任、班组长，逐步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合一的做

法，进行了多级(企业、车间、班组)民主管理网络和多种民主管理形式的探索。’在

企业坚持由职代会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坚持企业改革发展等重大决策要提交

职代会审议通过，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民主权利，提高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参

政、议政能力，促进了企业的发展。1989年5月起，推行工会代表职工与行政订立

“共保合同"的制度，深化了企业的改革。
一

5：，

为适应改革开放要求，工会加强了自身改革和建设。1984--1986年，开展了整

顿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围绕建设。职工之家"，各基层工会根据工

会的职能普遍开展工会工作竞赛，竞赛的主要内容有：赛宣传教育工作，比职工素

质的提高；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比职工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赛群众生产工作，

比经济效益的提高；赛群众生活、女工工作，比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为职工说

话办事；赛工会自身建设，比组织机构、制度的健全，组织作用的发挥等。1989年

11月，县总和县委组织部联合发出《关于直接选举基层工会委员会正、副主席的试

行办法》。到1990年，全县工会专职干部达202人，其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104

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28人。工会专职正副主席137人，按同级党政副职配备

的71人。
“

j“： j -

为陶冶职工情操，扩大如皋工会的影响，改善如皋投资环境，同时又适应建立

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县总工会还以工人文化宫为依托，投资新建东

方奇乐有限公司，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并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增强了为职工

服务的实力。 ．’ ．

．

。

一如皋县各级工会和工人阶级为振兴中华、建设如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

是建国40多年来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取得了巨大成绩。这

是党的全，b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体现，是全县广大职工群众和工会

工作者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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