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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开封市是全国六犬古都之一。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

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相继在此建都，号称“七朝古

都”。元、明，清至解放初期。开封是河南的省会，是河南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河南工人运动的中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随着帝国主义资本的入侵和中国官办工业以及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1 9世纪末，开封官办工业和民族工

商业开始创建，发展，开封工人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到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开封产业工人已达6640人(不完全统计)．

开封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

迫和剥削，过着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他们为了自身

的彻底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统治阶级进行了英勇顽

强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封工人进行

罢工斗争有60多次，参加斗争的工人有35000多人次。开封工人的斗

争，严重打击了统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以前，开封工人阶级进行了多次自发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列主义在开封的传播，促使了开封工

人阶级的觉醒。他们开始由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1920年2月，

开封商务印刷所全体工人举行罢工，发表了《罢工宣言书》．向

资本家提出七项要求。同年4月17日，河南省立第一．第二贫民

工厂3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4天，要求增加工资。同年1071． 开

封各校教职员组织全市教职员联合会，并举行罢工，要求发放拖

欠4个月的工资。1921年7月，中国共产觉成立之后，党对开封

工人运动非常重视，先后派罗章龙，李震瀛、包惠僧，马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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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霞、黄化育．宋建寿等到开封开展工运工作．李大钶、肖楚

女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亲自来开封指导工人运动．从而使开封工

人阶级灼斗争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建立了工会组织．同年I 1

月．发生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封老君会在罢工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次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和。l 923年2月，河南兵工局和

铜元局工人组织工人互助会，斗争取得重大胜利。l 925年，通过

。五卅运动”，开封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各业工人积极参加斗争，，

组织工会30多个，发展会员12000多人。9月18日，河南省总工会

成立。河南铜元局、兵工局、陇海铁路总工会开封分会和省立几

个工厂是发起的参与者．并选派代表参加了大会。1927年大革命

失败后，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市委被迫转入地下。积极组织赤色

工会，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开封工人

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先后发生了普临电灯公司18名工

人，痛打汉奸陈瑞庚(绰号“老鬼。)：益率面粉公司工人痛打

日军酒田权太(绰号4小钢炮”)；2000名人力车工人怒砸日伪

劳工所；1900名推水工人大罢工等等。解放战争时期，开封工人

向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多次斗争。

1948年lo月，开封鳃放。从此。开封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摆脱了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

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支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随着

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中共开封市委根据“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十分重视

工会工作，把大批优秀干部选派到工会，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围

绕党的中心工作，为支援解放战争，为巩固刚刚诞生的人民民主

政权，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8年12月l 7日，开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解散国民党领

导的开封县总工会，成立开封市工会管理委员会。l 949年1月l 1

日，召开开封市职T．il南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市职工联合会筹

备委员会。同年11月10 B，召开市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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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成立了开封市总工会。

市总工会成立之后，在中共开封市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

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劳动．恢复和发展

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各工厂企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群众

生产运动和管理民主化运动，开展合理化建议，创造新纪录。协

助政府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团结监督私营企业的资本家搞好

生产经营，使被战争破坏得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在短短三年时间

里得到复苏。从而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蔫定了物质基础。 同

时，各级工会组织为了捍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积极发动职

工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抗美援朝， “三反” 。五

反”等政治运动。开封工人阶级在历次运动巾发挥了领导作用．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

改义造时期，即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完成向社

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市总工会向广

大职工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职工群众为实

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在社

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涌现了大批先进生产(工作)者

和劳动模范。突出的有铁路修配厂胡光弼、省农业机械厂刘永盛。

益丰面粉公司庞钧清、大众印刷厂张继英、普临电灯公司汪登瀛

镜由于全市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推广先

进经验．不断地创造出生产新纪录和革新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开

封市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把一个消费城市很快建成一个生产城

市。与此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

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工会注意发动职工群众搞

好生产；另一方面，监督资本家接受改造，执行国家的政策法

令。揭露和反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帮助资本家和手工业者走社

会主义道路。到1 956年底，全市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手2：_qk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些企业的职工群众也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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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公私合营或集体企业的成员．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都十分重

视和依靠工人阶级，关心职工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物质利益。当时

不仅重视在社会上宣传树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且注意从法

律上保障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

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很多条文都是保护工人阶级的政治权

利和物质利益的。1950年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发

布《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通知》，规定了职工群

众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民主权利。同年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更明确具体地规定了工会和工人

阶级的地位和权利。1951年2月23日，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使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和女工特殊

利益等问题有了保障。中央公布的这些政策、法律，市总工会和

各基层工会，都作了广泛深入地宣传，认真组织贯彻执行，受到

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1 952年和I 956年，进行了两次工资

调整和改革，大大提高了职工的生活水平．在集体福利事业方

面，根据各单位情况，分别兴办了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

所(室)、俱乐部，职工住宅等，丰富提高了职工的物质文化生

活。在民主管理方面，国营工厂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

表会议，工会与行政签订集体合同；私营企业建立劳资协商会

议，工会与资方签订劳资集体合同。通过这些工作，有效地维护

了职工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

性和创造性。 ．

建国初期，中共开封市委和各级党委对工会工作极为重视，

把工会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共开封市委副书记武旋声

和市委工业部部长邵球都曾兼任开封市总工会主席。市委把工会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汇报，对重要问题市委及时讨

论和解决。并经常到基层工会帮助研究工作。由于当时政府刚刚

建立，党组织还不很健全．大多数工厂、行业还没有建立党的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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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很多党政工作都是通过工会进行的。由

于党对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工会地位与

作用比较突出。威信比较高。同时，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人李立

三、赖若愚等同志，积极探索工会理论。指导思想明确，干部信

心很高。因此，使工会各项工作都得到很大发展。在工会发展史

上，这个时期是工会工作的最好时期之一。

不幸的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Ⅱ向，工会工作也走了一

条曲折的道路。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错

误地批判了李立三同志，给戴上了“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

的帽子。l 958年5月至8月，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又错误

地批判了赖若愚同志。开封市也开展了整风补课， “拔白旗”

。肃影响”的斗争，致使许多工会干部遭到错误地批判和处分．

严重挫伤了广大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工会工作遭到了严重挫折，

工会地位大大下降。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又刮起一股“工

会消亡风”，给工会在思想L，组织上进一步造成了严重混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会工作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和

最深重的灾难。 “文革”刚刚开始，工会就被污蔑为“修正主义

的烂摊子”，被扣上。生产工会”，“福利工会”，“全民工会”

和“工团主义”的罪名，进而在一派狂热的夺权声中，工会组织

被彻底砸烂。

1976年lo月，十年动乱结束，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工人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i979年l】月，开封市工会

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1 984年4月，市工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

会。几年来，开封市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拔乱反正，逐步恢复和走上了健

康发展的道路。各级工会在中共开封市委和省总工会的领导下，

根据中国工会“九大”和“十大”提出的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

在团结．教育．带领全市职工积极投入“两个文明”建设中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很久成绩，使开封市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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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变化。主要是：(一)，全市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四

化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各条战线的职工群众积极参加企业的

整顿和经济体制改革，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为

四化立功活动。涌现了大批先进人物。1982年由市政府命名的有

39个先进企业。195个先进集体，65名劳动模范和957名先进生产

(工作)者。还有不少同志被命名为全国和省级劳动模范。l 983

年基层评出先进集体3495个，先进生产(工作)者33592人，其

中女职工1 1476人。从1980年到1983年，全市职工提出合理化建

议9544件，组织科技人员攻破技术难关189项，创造和节约价值

为863万元。(二)、积极进行思想政治和文化技术教育，职工

队伍的素质逐步提高，几年来，对全市职工进行了四项基本原则

和形势任务教育，广泛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振兴中

华读书活动。同时加强了文化技术教育。l 983年举办职工业余学校

125所，参加学习的职工有52969人，占职工总数的23．4％．各基

层工会协同行政对职工进行文化、技术补课．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加强职工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重视和加强了知识分子工

作。(三)，把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作为工会工作的重点，加强

了企业民主管理．1 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国营工业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后．民主管理工作发展更快，到1 983年

底。全市已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单位418个，其中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建立职代会的占95．8％，集体企业占89．6％，基建交通

系统占97％，财贸系统占74％，文教系统占24．6％。全市已有176

个单位民主选举了厂长(经理)，有l】o个单位民主选举了车间

主任，有68个单位民主评议了企业领导干部。(四)，积极主动

地为工人群众办事，不断改善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条件。1 977年、

：渤年，1粥3年连续三次进行工资调整．职工生活有了明显提
高。为了保护职工群众的安全和健康，许多企业都建立了群众劳

动保护组织，有劳动保护检查员27148。工会协同政府、行政进

行了多次安全大检查。事故率明显下降．在职工中开展了互助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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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I 983年参加互助储金会的职工达II万多人，储金总额580

多万元。对生活有困难的职工进行了救济，从I 980年到I 983年共

救济147J"多人次。秽济款214万元。加强了信访工作，几年来共

接待受理来信来访2314人次，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在职工住

房，集体福利方面也办了大量好事。(五)，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工

会工作日益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清除“左”

的影响，使广大工会干部的思想逐步从“工团主义”、 “经济主

义”等“左”倾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更加明确了工会1作的

正确方向。198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下发后，

更进一步明确了工会的性质和任务．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根本转

变，从而促进了工会工作的健康发展。i 983年底，全市已恢复建

立基层工会1 341个．工会小组i 7348个。有会员21 6793人，占职工

总数的78．3％。基层工会有专职干部550人，工会积极分子24744

人。l 984年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后，进一步加强了工会与

职工群众的密切联系，涌现了大批优秀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积极分

子，工会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附：历届工会组织状况统计表

年 届

1949(一届)

1952(二弱)

1955(三届)

1 957(四届)

1 960(五届)

1962(六届)

1967(七届)

1973(八届)

1979(九届)

1984(十届)

基层工会数I职工数

2“88

401l 6

28298

33l缟

70597

79647

114219

143548

191000

276875

会员数

1 2718

31963

24004

26545

52574

t 57910

缺

缺

140000

216793

会员占乡。

58．1 2

79．4

83

80．13

67．8

72．1r

73．3

78．3

--1--

％的钳2∞∞缺缺昀弘

l

3

2

2

2

3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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