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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遵义市工运简史

绪 夺公

遵义市工人运动简史，是按境内工人阶级形成和发展的特点，论述遵义市工

人阶级诞生以来，发展、斗争和演进的历史;着重反映自遵义解放以来，工人阶级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旨在起到"鉴往励今"的作用。

遵义，北靠重庆，商接贵阳，扼川黔通道之咽喉，是黔北经济、政治、文化的中

心。遵义历史悠久。"自秦以来，而国、而县、而外l君~、迭有更置"。城市启南宋孝宗淳

熙三年， (公元 1176 年)开拓以来，己有 800 余年历史。

旧中国的遵义，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工农业生产水平极低，长期处于自然经

济的封建社会。

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受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一些有识之

士纷纷起来兴办民族工业。光绪三十年(1905 年) ，即有"遵义官书局"、"百艺工厂"

的创办。宣统年间， (1909-1911 年)，继而出现了贵州省最早的一家"遵义黄岭火

柴厂"。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生产力有所发展。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遵义

人民受其影响.起来进行反帝爱国斗争，抵制日货，对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

用。 20 年代初期，遵义出现了丝织、纺织、造纸、印刷、酿酒、火柴、鞋草、家具等大小

工厂数十家，雇用工人上干。除此而外，遵义尚有雇佣的手工业工人、工匠、苦力、

店员和学徒等约 5-6000 人。当时，大机器生产的工厂规模虽然还未建立，在生产

方式上，亦未完全脱离子工操作，但是矿工人同农民的"脐带"已经基本切断，成为

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于是，形成了遵义市的工人阶级。

遵义工人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 19 世纪中叶，就不断掀起反对外国传

教士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包庇纵容不法之徒屠杀人民的英勇斗争。清光

绪三十二年(1907 年) ，遵义发生一起周木匠率众攻打教堂的反洋教斗争。 1919年

6 月.遵义丝织工人声援"五四"运动.举行罢工。此后，遵义工人又多次起来反对帝

国主义经济侵略、反对军阀残暴统治、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充分体现了早

期工人阶级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1935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遵义，遵义工人自觉地组织起来欢

迎红军、支援红军。红军在遵义期间.领导工人组织了赤包工会、工人游击队和以

工人为主体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使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遵义工人第一次登上

政治舞台，为遵义的工人运动开创了新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内迁，大批技术工人和产业工人流亡遵义，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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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得到发展、扩大。工人阶级在极为艰苦的条件

下，努力生产，支援前方，共赴国难，为神圣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自我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遵义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力统治，并在

国民党政府全面崩溃的前夕，奋起进行护城、护厂、护粮斗争，为新中国的建设保

护了物质基础。

1949 年 11 月 21 日，遵义解放。遵义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改变了

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投身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遵义的工运史上，出现了 50 年代的"黄金时期"050 年以

后，遵义工人运动虽经"曲折但很快又进入"复兴和开创新局面"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遵义

工人阶级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成为振兴黔北、建设新遵义

最基本的动力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劳动人民是人

类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历史将再次证

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遵义工人阶级，在胜利迈入 21 世纪的宏伟建设中，定能

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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