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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简阳县总工会志，是当前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下的产物。它不但

是简阳工人阶级和全体工会工作者自己的志书，是新旧工会种种情况

的详实纪录，而对于简阳工人的生产、生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们所

进行过的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斗争史实，也还要力求无所遗漏地编

写入志。因此，它既是工会志，也应是工运史。
、

。 一

现存的简阳县志，没有关于工人的记载。在民国二十年版的《简

阳县续志》中，也只有：简阳县工会是民国十九年由傅明材等七人受

命筹建，于次年二月正式成立。选出了魏镜人等十人为工会负责人这

样寥寥数语。但不论是筹备人或后来选出的负责人，则都是地方上的

豪绅而没有一个工人。 ．

总工会志的任务，首先是把旧志书一概抛弃的那些关于工人生活

和斗争的资料，尽一切可能寻找出来，编写进去。至于旧工会的种种

活动，纵使旧县志没有在民国二十年绝笔，也不会据实直书。对此，

我们也硌须广征博采可信的资料，．用事实揭露它是国民党县党部和

县政府控制、利用的工具以及地方头面人物辈借以谋私的实质。无如

这些往事，不仅县志阅如，其它文书记载(包括档案在内)也不过极少

的片纸零篇。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天的青壮年工人多已不知旧时劳工

生活的贫困辛酸。而可作历史见证的少数老年人，设非深受其苦而只

曾亲身见闻者也都日渐溃忘，回忆不清了。当此工人血泪史和工人运

动史绝续之交的关键时刻，总工会会志就责无旁贷，理应挑起这付历

史重担。

然而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简阳工人在

暑



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其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彻底改变的状

况，以及各级工会为当好党的助手所执行的对工人的生产、生活、教

育这三大任务的完成和与之有关联的各项工作，都应并同建国以前的

+上述情况全面地、．系统地菟集资料，纵横交错地写入志书，以作为简

。阳工人革命斗争的总结。从而资鉴致用。同时也应是对年轻一代工人

进行革命优良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让他们从新旧工会，

新旧工人的鲜明对比中知所爱憎而无愧为先进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名成

员。进而加快步伐，跟上以至进入自己的先锋队，为祖国的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卓越的贡献。这是简阳县总工会志编

修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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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简阳县总工会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想想、坚持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2j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新的内容尽力写出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相统一的部门志。目的是资鉴致用，造福后代。’
’

2、会志上限为1925年，下限为1982年．(有必要的上伸和下延)-

内容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连。喜足当代，侧重近现代。

3、会志以概述为志之纲，建置沿革为志之首，大事记为经，类

列事物和人物为纬。
一一。’‘

4、体裁：包括志、记、传、。图、7录：友等项。按内容别门类，
‘

以篇、章、节分层次。 ’。：‘ ‘I

5、人物篇仍循。生不立传一的往倒，只写了一个已故的劳动模

范和一个能工巧匠。对于健在者则以事系人，只列表录名入志。

6、会志以本部门的实际业务出发，着重突出特点，反映时代特
。 ’、f j j r．

。

色．
!署j一、

7，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并继承“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

为贤者讳一的传统。对一切人和事都尊重史实，据以直书。

8、会志资料来自档案文书、出版机关刊物、座谈会记录、采访

得来的和来信来稿提供的材料。所刊照片则是实地拍摄。

9、会志的文体，除引文外都是用语体文。使用的简化字以《简

化字总表》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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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简阳县人口众多。民国时期就是四川省四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县之～(泸县、涪陵、

仁寿、简阳)。当时虽不能准确统计有多少工人，但从全县人口的生活需要来估量，也应

比别县为多。他们多年来都是凭着一双巧手．一副铁肩为百万简阳人民的衣、食、住、行

辛勤劳动。

抗日军兴，汽油奇缺。简阳盛产的糖、酒都不作代替汽油的动力酒精的原料。于是资

源委员会的酒精厂和几个私营酒精厂便相继在倚阳出现。另以交通阻塞，外来的纸卷菸也

日渐缺少。适简阳产的熏菸叶又质优而滞于输出。因此，两个用机器生产的菸厂乃应运而

生。至此，筒阳就开始有了一支产业工人队伍。

简阳县工会虽早已于民国二十(1931)年成立，但直到新中国建立的十九年间，工人

们始终不愿参加工会号召的一切活动(少数受利用者除外)。因为他们不但未得过工会的

帮助，反而带来许多束缚(中华民国工会法有许多限制工人活动的条款)和负担。所以旧

工会在工人心目中从未把它看作是自已的团体。对于那些助纣为虐，假公济私的工会负责

人，还从来是鄙视或仇视的。

简阳工人在建国以后得到了彻底翻身。他们铭记着党的恩情并以之作为动力。在历次

政治运动和各项劳动竞赛中，总是以饱满的热倩和干劲来配合和支持自已的组织一工会
的工作。在平时的学习和生产方面，也多是勤奋不懈，使工会所执行的生产，生活。教育三

大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自已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些成绩和变化，简括说来，有以下三项：

一、简阳的工业是在废墟上建立的基地。建国以来，许多工厂企业，一般是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在党的领导下，工会曾多次组织工人大搞劳动竞赛、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

以及一切促进生产的措施。经过广大工人的长期奋斗，到1982年止，全县工业总产值巳达

一『乙五千八百九十四万元。比1950年的九酉三十七万元总产值增加了一亿四千九百五十七

万元。

二、关心工人生活的工作，是一项意义重大、涉及面广而又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广大

工会工作者都勇于挑起这付重担。他们千方百计地突破了重重难关，使工人们彻底摆脱了

从前穷困酸辛的处境，逐步改善了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物质生活已在

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向较高的水平发展。目前，一般的工人家庭都有了收

音机、电视机、电风扇、自行车等等旧时工人没有用过或看见过的东西。有的还用上了洗衣

机，彩色电视机、收录两用机这一类的高档商品。

三、对工人的教育，是从政治、文化和业务技术三个方面分剔进行的。

①为了使工会能发挥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三十多年来都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中心内容来教育工人。不论是政策、时事学习以及文化、技术的培训，都始终贯串着这

条红线。因此先后涌现出许多被批准入党，入团的工人。截至1982年止．简阳的工人队伍

中已有党员3632人，团员3184人。



‘⑦目前全县工人中的文盲已接近扫清(还有54人)。在长期的业余教育下，原有文化

程度高低不同的职工，都各在其一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据统计，现已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工人772人，高中程度的6，193人，初中程度的8，309人，小学程度的5，022人。

⑧经过多年来的业务技术培训并结合生产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实践，不但年年

都有大批先进生产者从各企、事业单位中评选出来，而且还有自学成才。获得技术职称的

．职工118人。 ，．

． o+、

此外，如组织工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抓福利工作和女工工作以及支农救灾等等方

面，也都相应地作出显著成绩，分别载入了会志。 。．

简阳总工会志记述了从1925年到1982年下上58年间的简阳工人生活和革命斗争以及工

会各项工作的史实。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我们是坚持以党中央的《关

子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作出的处理是i①没有把文化大革命在简

阳工人中造成的动乱情节入志而只简略地说明工会的因此瘫痪。⑦反右事件则全未开列章

节。仅在“会员的会籍”一节里把划为右派被开除会籍和后来掖去柜子、恢复会籍的工

会会员人数写上。借以表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这是因为“决议”对这两大历史

事件已下了“全面性的错误”和“局部性的错误”的结论，就没有必要，也不应在阴暗面

求详，再把一个地方部门的伤痕描述～番。其间，是根本不存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

贤者讳的问题的。 ，．

总工会志在记述上虽有详略之分，但都是以求实存真为前提，使之成为本部门的信史

全书共12篇，29章，94节。共约120，200字。(附图片J13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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