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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笙教授(1 908--1 998)福州t市

人。1926底任中共福州店员支部书记。学

年1月底，他与蔡珊组建了中共福卅l地委

领导下的统一的地方工会福“l店员总工

会并为负责人。1932 1933年任上海暨南

大学经济系教授、曾参加十九路军将领蔡

廷锴等人在福卅l建立的抗13反蒋的“中华

共和围人民革命政府”。1949年5月 他与

中共中央华南局取得联系。l 951年后．任

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K

等职。1956年1 Off起在厦门大学工作

先后担任研究员、历史系主任等职。1984

年1月离休，1998年8fl病逝。

1992年2fl，在林详谦烈士诞辰】00周年纪念活动中，原

中华垒国总工会副主席章瑞英(左五)和福建省、福卅怖、

附侯县总工会领导及有关同志，在闽侯县“二七”烈士陵

园林详薛塑像前留影。



图为闽江轮船公司修造厂，系解放战争时期闽

轮党支部括动据点和我党闽江“地下航线”发游她。

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开福卅15L大门

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攻福州万寿桥。咀上两

幅为省美术家协会台员黄得海的“漆彩画”。

闽轮党支部地下党员李水官的老家(在仓山区建新乡

甲屿村)，曾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电台发报点。

图为福卅工人运动领导

者、原市总工会主席陈水悌

家，解放前曾是闽轮地下党

员活动的据点。

原中共闽轮党支部成员及其家属1982年游览鼓

山时合影。后排左起卞本胞、姚莲香、陈水悌陈

德义、尹立惠、官兆堂、李水官。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马尾造船

厂与码头工人支援下，登船追击

残敌。



福卅I市总工会旧址，1951 1958年在此

办公。原为美国驻福州领事馆。现为福州卫

生学校校台。

福州市总工会新的办公大楼，

在817中路789号，2000年9月起在

此办公。



动员大≤



980年12)1．中华全国总工台书记处书

!(中)在福州参加垒国毋!工住宅和

福卅I市总工会召开实施进温暖

职工基本牛活保障和再就业丁作{

福卅l市也工会下|=展F岗、特凼耳

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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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迈入新世纪之际，在纪念福州市总工会建会五十周年的时候，《福州工

会志》作为记载福州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资料书，作为福州市的部门志，在各

方面的关心与支持下，经过编撰人员的辛勤努力，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

庆贺的事。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职工群

众的桥梁与纽带，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社会支柱。福州是全国范围内较早

兴起工人运动与工会活动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福州的地方统一性的

工会组织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1927年1月底成立的福州店员总工会，1929年

10月成立的福州工人代表会，1933年9月1日成立的福州工人联合会。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早期领导人王荷波、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和著名的“二七”大

罢工的领导者林祥谦，都出自福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翌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福州

市总工会成立。5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共福州市委和福

建省总工会的领导下，福州市总工会和全市各级工会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

作，认真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组织和发动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艰苦奋斗，努

力工作，为福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福州工会志》和此前编印的《福州工人运动大事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史实为依据，展现了自1840年至今的160年里，福州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

壮大的历史轨迹，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福州工人运动与工会工作的基本

概况。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编纂社会主义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

秋大业。因此，它绝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的工作。”资治、教化、存史是史志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福州工会志》的面世，

对于慰藉工运先辈英灵，感奋工会同仁斗志，教育职工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优良

传统，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促进工会工作更上一层楼，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王文贵

2000年7月1日

(王文贵系福州市政协主席、福州市总工会主席)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福州市总

工会党组的领导下，在省工会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

遵循党和国家的有关法令、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全面地、客观地反映近代以来，福州i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产生、发

展和现状。

二、本志的篇目，参照《(福建省工会志)篇目(初稿)》 (闽工办字

E1989]038号)及外地的工会志篇目，经充分征求意见，四易其稿后拟就。在第

三次串稿修订过程中，又对篇目作了一点调整。

三、本志的书写，参照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印发的《(福州市志)书写

规范》(榕志委[1996]45号)。

四、本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i 994年。为保持表述的完整性，极少数事

实延伸到I 994年后。

五、本志的结构按篇、章、节、目编排，根据工会的历史、现状和业务部门

的实际，按照“横排门类、纵写事实”、“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确定，不

受部门分工的局限。贯彻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叙福州市工会的历

史与现状，突出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六、本志的体裁采用述(概述)、志(组织篇、工作篇)、传(人物篇)三种

形式。以记述体为主，概述则夹叙夹议。适当插入若干图表、照片。

七、本志纪时用公元。货币单位与计量单位均按当时的度量衡单位实录。如

I 955年3月1日，国家发行新版人民币(即第二套)，并以1：i0000的比价收回

I 949年8月发行的旧版人民币(即第一套)，因此1955年2月底之前的旧版人民

币10000元等价于新版人民币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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