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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业俱兴，盛世修志。喜闻《昆山市工会志》正式出版，这是昆山有史以来第一

部记述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志书，是全市广大职工、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一件值

得庆贺的喜事，5也是江苏工人运动史中璀璨夺目的重要篇章，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昆山是历史文化名城。新中国成立前，昆山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昆山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改革开

放和经济建设的最前列，积极开拓、团结拼搏，为昆山经济腾飞和社会事业发展立下

了丰功伟绩。

昆山市总工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积极推动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指导方针，团结全市职工，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

昆山市外向型经济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昆山市总工会坚持从

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昆山特色的外资企业工会工作新路

子，为全省乃至全国外资企业工会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向外商独资企业选派

工会主席的经验，成为全省工会工作中的一个亮点，得到了全国总工会的充分肯定，

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积极效果。昆山市工会工作注重基础建设，善于抓住重点，攻

克难点，逐步形成自己的工作特色，推动工会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2000年3月，昆山

市总工会首批被评为“江苏省工会工作十强县"，他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对全省县

级工会工作起到了典型示范的作用，同时也为编纂昆山市工会志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

历史资料。

借鉴历史，启示未来。我们已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工会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

挑战。在前进的道路上纵然还有艰难和曲折，但我相信昆山市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

干部在新的形势下，一定能够以江泽民同志“七一井讲话精神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实

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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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针，加大非公有经济工会组织建设的力度，最大限度把职工群众组织起来，最

大限度地引导好、保护好、调动好他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

权益，努力加强工会自身改革与建设，团结和带领全市职工，振奋精神，开拓创新，

为昆山工人运动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形亏
二Oo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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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参加革命斗争、生产实践和工运事业发展的回忆文章、论文和调究报告数以千计，

但没有一部全面系统记述昆山工人阶级参加革命和建设历程的专著。 《昆山市工会

志》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既成为昆山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昆山工运

史上的新篇章。

《昆山市工会志》经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遵循求实存真的精神，客观地记

述了昆山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建国以来昆山工会工作的实践。叙而不议，寓观点于事实的

记叙之中。全书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

《昆山市工会志》记述了昆山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辉业绩和无私奉献精神。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进程中，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我们可用昆山

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史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广大职工，尤其是教育青年职工，增强

他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意识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感。

《昆山市工会志》记载了建国以来昆山各级工会组织自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加

强职工队伍建设，组织动员职工参加群众生产活动、改善生活待遇、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协调劳动关系、参与民主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尤其是大力

发展新经济组织建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可供各级工会工作者察古通

今，雏往开来知推动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健康发展。

．：‘昆山市工会志》在收录昆山工会历史沿革、组织资料的同时，还收录了各行各

业卓有成就和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以及工会工作者名录，弘扬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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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昆山市工会志》编纂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们的热情关心、指导和大力

支持，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欣然命笔为本志作序，值此《昆山市工会志》即将付梓

之际，我谨代表昆山市总工会和《昆山市工会志》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昆山市工会志》出版后，不是修志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出版的志书有组

织、有计划地用起来，实现志书的“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期望着本志书在新

世纪中能对全市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工运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把广大职工紧

紧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实现昆山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使昆山的明

更加辉煌!

?顾咏华．．

二00一年九月一日



二、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门类，竖写史实，纵横结合。上溯事物之发端，下

迄1999年底，大事记延伸至2000年底。

三、本志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专篇各章(共设5篇21章)、编后记的顺序

排列。篇目结构分篇、章、节、目。以文字记载为主，附系图表。

四、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沿用历史年号，每节首次出现时夹注公

元纪年，其后不注。民国之前的年月日为夏历，民国之后的年月日均为公历。本志所

称“解放后”，系指本市1949年5月13日解放之后；所称“建国前”与“建国后”，均

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五、各个时期的党派、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及地名、厂名等均系当时称谓。1989

年9月28日昆山撤县设市后称昆山市，之前称昆山县。名称需多次出现的，在各篇首

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厂名、地名如有变更，在初次使用新名称时注明原

名称。

六、全志人物篇记述的范围限于本市(县)一级总工会正副职领导人、优秀工会

工作者和积极分子，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得市(县)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地市级以上的

先进生产(工作)者，其中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和两次以上省、

部级荣誉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作简介入志，其他人物均作名录入志，排

列均以时间先后为序。

七、志书中记述的各种统计资料，均为原始数据；所列货币及度量衡单位，均保

留当时称谓，必要时加注现时通用的折算单位。1955年3月1日国家发行新人民币，

新、旧人民币比值为1：l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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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和口碑资料，经论证

案、《昆山统计年鉴》为主，为节约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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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位于江苏东南，地处沪宁铁路沿线的上海与苏州之间，属长江三角洲开放

区。总面积921．3平方公里，辖20个镇和开发区计465个村，总人1：3588 865人。春秋时

属吴国娄邑，吴王曾在此豢鹿狩猎，故有“鹿城"之称。昆山在秦朝(公元前221年)

始建娄县，梁大同元年(535年)改娄县为昆山县。元代曾升昆山为州，明代复为县。

清雍正三年(1725年)分置新阳县与昆山县同城分治。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元

年(1912年)昆、新两县合并，仍名昆山县。1949年5月13日昆山解放，1989年9月撤

县设市。1990年，成为全国第一个“无乡县(市)"。

昆山人文荟萃，物产丰富。昆曲创始人魏良辅与梁辰鱼，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

光，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顾炎武，著名教育家朱柏庐，“金陵八家"之首

的山水画大师龚贤，天文学家朱文鑫，音乐教育家丁善德，评弹艺术家严雪亭，美国

“电脑大王”王安，著名新闻记者冯英子等都是昆山人。境内玉峰山为“百里平川，孤

峰独秀”。全市70。4万多亩耕地，30多万亩水面，山清水秀，气候宜人。1999年产粮食

35．4万吨，油菜籽1．99万吨，水产5．6万多吨，是国家重要粮油产地，素称鱼米之乡。

昆山民间手工作坊起始较早，现代工业起步较晚。早在明、清时期，就有酿酒、

榨油、碾米、染织、印刷等民间作坊，以及遍布城乡的铁、木、竹店铺。明嘉靖年间

(约1522年左右)，张浦镇的孟景淳酒坊，年领银6 000两，专为皇宫酿制御酒及调味

用醋。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城内北大街开设万源斋印刷所。同治年间(1862

"-'1874年)，县城小西l'-J多'l-办有晋隆油坊。现代工业起始于民国初期。民国元年开设在

张浦镇的华纶织布厂，年产布l 800匹，为昆山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之一i是年，

全县有碾米、榨油、酱油、烛栈、纱布等工厂9家，年产值24 892元。民国3年，开设在

陆家镇的新诚米厂，占地400多亩，厂房250余间，有德国造内燃机2台，拖带2l台碾米

机，工人66人，年加工大米7万石(每石合150市斤)。是年，县城内创办了泰记电灯

厂，始用电照明。以后工业的发展，时起时落。民国26年11月，日军侵入昆山，工商业

遭到严重破坏。民IN34年，全县仅有碾米、榨油、面粉、电灯、染织、砖瓦等工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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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昆山的工业曾有所复苏。民国37年，全县有工厂(场)113家，

其中碾米厂36家，榨油厂8家，糟坊(酱园、酒坊)18家，轨棉花厂14家，砖瓦厂2家，

面粉厂3家，染织厂1家，印刷厂5家，电气厂2家，糖果糕点食品工场24家。但由于内战

加剧，农业凋敝，物价飞涨，至解放前夕，不少工厂陷入困境，濒临倒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共昆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三年恢复和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业生产增长较快。1957年，全

县工业产值4 694．2万元。以后历经曲折，工业生产仍有所增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昆山县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通过内联外引，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

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1989年，全市工业企业(含乡镇企业)2 007家，工业产值40．34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2．05％。已初步形成了纺织、轻工、电子、化工、医药、食

品、机械、建材等门类齐全，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国民生产总值18．11

亿元，人均3 256元。居江苏省县(市)前列。

进入90年代，昆山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开始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工业经济

结构。1992年8月，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列入国家级序列，进一步加快昆山工业的发

展，在发展中狠抓产业结构调整、外向配套和技术创新，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99

年，全市工业企业2 076家(不包括个体企业)，工业产值365．9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94．32％，国内生产总值171．74亿元，人均2．92万元，名列全省县(市)前茅。

昆山的工人阶级，是在近代工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民国以前，昆山工人的构成

主要是民间作坊中的少数手工业工人。民国初期，由于机器和电力的使用，有了近代

工业，产生了昆山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并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队伍。例

如：昆山粮食加工业工人，从民国3年(1914年)创办新诚米厂的66人，到民国22年，

全县碾米厂达18家，工人469人。泰记电灯厂创办时仅有工人6人，至昆山解放前夕已

有43人。昆山历来商业比较发达，店铺遍及城乡，店员职工在职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重。民国37年，城区1 1个行业职工会1 341名人中，店员有697人，占51．9％。从清光绪

二十七年(1901年)创办昆山第一所学校——樾阁学堂起，从事教育事业等脑力劳动

者成为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元年，全县有小学校94所，教职员212人。民国38

年3月已增至中学校4所，小学校148所，教职员工907人。至昆山解放时，全县共有工

人、职员7 000多人。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兴起，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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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全市从业职工达259 343人，比撤县设市的1989年(下同比)增加约40％，其

中工业151 849人，增加5．18％，建筑业14 443人，增J31：168．24％，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

12 154人i增}J日64．34％，商业及饮食服务业30 303人，增))1；160．1％，金融保险业2 325

人，增力1；152．12％，文教、卫生和科研事业12 754人，增7)1127．21％，党政机关团体7 823

人，增力1：129．68％，社会服务和其他事业25 11 1人，增J71；186．37％。

昆山最早建立的工会组织，是民国16年(1927年)4月2日，在国民革命北伐军进

驻昆山后建立的米业职工会。民国18年，县城内绸布、南货、人力车、水木、蜡烛、

估衣、酱油等8业相继建立职工会，并成立了8业工会联席会。民国35年11月，成立了

昆山县总工会，下属10个职业工会，有会员1 500多人。民国37年7月，有职业工会11

个，会员1 341人。

1949年5月昆山解放后，中共昆山县委民运部设工会组。同年7月，成立了昆山县

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王正兼任主任。8月，在同丰油厂建立了全县第一个

工会基层筹备组织。1954年12月，召开首次全县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昆山县工会

联合会。1959年县工会联合会改名为昆山县总工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会组织

瘫痪。1973年整顿恢复工会组织，于8月召开县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建昆山县总工

会。1974年恢复了玉山、陈墓(今锦溪)、茜墩(今千灯)3个直属镇工会。1982年恢

复全县教育系统产业工会——昆山县教育工会。从1984年6月恢复县税务局工会起，在

县级各部、委、办、局等党政机关相继建立了机关工会组织。1987年建立交通、商业

局工会工作委员会。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1984年8月，千灯镇建立全县第一个乡镇

企业工会昆山县电子元件厂工会。同年9月，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周庄乡工会成立。

1985年在整顿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职工之家”活动中，有15个乡镇和8个系统分别建

立了基层工会互助组织，并于1988年陆续改建为基层工会联合会。自1985年1月，中

(国)日(本)合资企业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工会成立以来，努力探索与实践外企工

会工作新路子，大力推行“三同步”建会。 (即洽谈项目同时洽谈建会并写入企业章

程，筹建企业同步筹建工会，企业开业同步正式成立工会)，积极向外资企业选派工

会主席，全面开展外企工会工作，并把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当作新形势下依法维护职工

权益的新途径，至1]1999年底，全市外资企业累计建会523家，建会率达90％以上，全市

外商独资企业中选派工会主席的占50％。在抓好外企建立工会的同时，全面开展私营

企业的建会工作。1998年，开发区和各镇都成立了区(镇)私营企业联合工会，覆盖

全市1 670多家私营企业，入会职工达1．5万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昆山市私营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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