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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个旧市工会志》在世纪之交定稿付梓，这是我市工会工作可喜可贺的一
件大事。

个旧市的工会工作，随着这座以生产锡金属而闻名世界的工矿城市的发

展而发展。50年代初个旧市总工会成立后，在中共个旧市委和上级工会领导
下，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

工会章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会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市各级
工会组织认真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基本职能，开展职工思

想、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
队伍，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护、调动、发挥职工积极性。组织动员职工投
入经济建设，参与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为推进个旧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个旧工会工作的实绩，一直缺乏系统的记载。虽然80年代后期

曾着手搜集资料，准备编修工会志，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o
1994年5月换届以后，市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把编纂《个旧市工会志》

列入本届委员会工作目标，统筹安排，在完成机关档案升级、编写《个旧市
志》工人团体篇之后，于1998年下半年重新组织人员开展工作。在原有资料

的基础上，进一步查阅文件、档案、资料，经过核实、订正、编纂，终毕其功。
Ci"旧市工会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近略远的

原则，以较为翔实的资料，记载了解放后个旧市工会活动的历史，是近半个
世纪个旧工会工作的真实记录。其丰富的资料，对于了解个旧工会工作全貌，
承前启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新路子，

贯彻落实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突出维护，全面履行工会的四项基本职能，
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工会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

借鉴价值。
在编纂《个旧市工会志》的过程中，编纂人员艰苦努力，有关部门通力

协作，市志办公室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为编修《个旧市工会
志》倾注心力，作出贡献的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个旧市工会志》属全新之作，由于编写人员理论水平、业务知识以及资
料的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袁童圈

199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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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基本

原则，实事求是，系统地反映个旧市工会工作的历史发展全貌，力求做到思

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2、本志为个旧市第一部工会志，上限原则上起于1950年，下限断至1998

年12月。依照“详近略远”的编写原则，重点记述1973年工会组织恢复，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旧市工会的主要活动。

3、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全志分章、

节、目，以类叙事，横排竖写。

4、本志数字除工会代表大会届次及专用名称使用汉字外，其余以《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使用标准。

5、本志称谓力求规范、准确和约定俗成，地名以记事年代称谓为准，视

必要加注今地名。组织机构或政治术语除第一次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

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总工会简称“红河州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个旧市委

员会简称“市委”；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等。并

视必要加引号。

6、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语言力求通俗流畅，严谨朴实。

7、本志主要取材于市总工会、市档案馆所存档案、文件、报刊等资料，

并选用部分调查核实之口碑资料，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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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个旧市位于云南省南部，距省会昆明市公路里程299公里。是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地，云南省行使地州级经济管理权的计划单列市，

对外国人开放城市。

个旧矿产开发历史久远，素以“锡都”美誉蜚声海内外，是云南省产业

工人最集中、工人运动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o 20年代末期，中共个旧地下组

织在工人较集中的部分厂矿建立工人进步团体，开展革命活动o 1950年1月

个旧解放。同年3月云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派工作组到个旧帮助成立个旧锡

矿工会。1951年5月个旧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o 1953年市首次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个旧市总工会正式成立。 ，

市总工会在中共个旧市委领导下，从成立到1966年间贯彻以生产为中心，

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运方针，开展思想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和文

体活动，启发职工阶级觉悟，增强主人翁意识；发动职工投入政治运动和社

会改革，开展爱国生产竞赛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合理化建议活动，推动

经济建设；协助和督促企业行政落实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政策，改善劳动条

件和职工生活。通过工会的各项活动，促进了全市工人阶级在巩固人民民主

政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中主力军作用的发挥o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会活动停止。1973年4月，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整顿恢复工会组织的指示和上级工会的部署，市第六次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筹备组成立。同年6月代表大会召开，市总工会正式恢复活动。在此前

后，全市基层工会组织全面进行了整顿恢复，工会工作在恢复中逐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各级工会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

引下，遵循新时期工运方针和工会工作的总体思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

彻实施《劳动法》为契机和突破口，突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全面履行工会

维护、建设、参与、教育4项职能。加强工会法律监督和劳动争议调解，依法

调整劳动关系。开展送温暖活动，推进职工解困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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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化职工民主管理。动员职工参与、支持改革，投 j

人经济建设。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

技术交流活动，推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进行

政治理论、思想道德、文化技术教育和法制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1

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发展职工文化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

为个旧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o

个旧市总工会在履行工会基本职能的实践中，加强工会自身的改革和建

设。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增强基层工会活力，逐步建立完备的组织

系统和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体系，成为云南省除省会昆明市以外规模最大

的城市工会组织。至1998年，市总工会共召开过10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全

市有基层工会324个，工会小组3149个，工会会员43120人。已建成先进、模

范职工之家109个。市总工会在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中华全国 1

总工会授予的“全国模范市工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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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3月，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派干部到个旧帮助筹备成立锡矿工会。同月，

个旧锡矿工会成立。

12月26日，第一次私营锡矿劳资代表会议召开。根据“公私兼顾，劳资

两利”原则，锡矿工会代表劳方与资方签订个旧解放后的第一个劳资集体合

同。

1951年

1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个旧县正式改为省辖市o

3月14日，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向市委和省总工会提出成立个1日

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7点建议。5月9日，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同月，省人民政府、省总工会民主改革工作队到个1日，与市民主改革工

作队配合，在云锡公司和私营锡矿开展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工作先后分3次进

行，至次年9月初结束o

4月13日，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私营锡矿工人代表会议，贯彻市委

关于“遵守法令，组织起来，合伙经营，正规开采，安全生产，移谎就水，

学习技术，安家立业”的指示，研究组织生产小组，解决工人就业问题。

7月15日，市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4年6月撤销。

10月20日，市店员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4年6月撤销。

同年，市建筑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5年10月更名市工会联合会建筑

工作委员会，1959年4月撤销。

1952年

lO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业部副部长万里和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主任

蔡树藩到个旧视察。 。，

1953年

2月，经市委批准，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党组成立。

猬2卜25日，市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个旧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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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市委文工团划归市总工会管理，改称市总工会宣传队。1956年更名市工

会文工队o 1958年8月并人红河州歌舞队。

7月，市总工会电影队成立。

9月，市总工会改称市工会联合会。

同月，省滇剧团受省总工会邀请到个旧慰问演出。

1954年

2月3_5日，市工会、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文教科联合举办工农文艺会

演。

3月2卜27日，市工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与首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
者代表会议同时召开o

8月，市工人招待所建成投入使用。

同年开始，在职工中开展扫除文盲运动。

1955年

1月24—26日，市工会举行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同月，云锡公司老厂锡矿工人俱乐部落成。

4月，举办市首届职工体育运动会。

5月30日至6月3日，市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956年

1月14日，市委对私改造领导小组成立。从市委和市政府、市工会、团

市委、妇联机关抽调干部196名组成对私改造工作队。27日，对私改造工作

在全市展开o

2月12日，市工人俱乐部落成，俱乐部图书室、文娱室开放。7月1日，

俱乐部电影院开始放映35毫米电影o 1964年俱乐部改称市工人文化宫o
‘

2月24—29日，市工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与第二届工业劳动模范先进

生产者代表会议同时召开。

11月，贯彻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产业工会的指示，市工会联合会地方工

业工作委员会、市工会联合会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成立o 1959年4月两个工

作委员会同时撤销。

同年，在云锡公司主要厂矿试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

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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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2月，市工会、。文教局联合举行春节职工文艺会演。3月下旬组团参加云

南省职工业余文艺会演，4月初回个1日汇报演出。 ．

4月25—29日，市工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与第三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

者代表会议同时召开。

1958年

1月22日，市委召开全市职工代表会议，号召全市职工“总动员，大进

军，个旧大锡产量五年超英国”。

2月4日，欢送市级机关首批下放干部。市工会机关和工会文工队先后下

放干部30多人到农场劳动和下基层锻炼o

7月卜16日，市第四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
10月11日，个旧市由省辖市改为州辖市。20日，开远、蒙自两县并人个

旧市。市工会在两县分设办事处。1961年12月6日开远、蒙自两县划归红河

州直接领导，市工会在两县办事处随之撤销o，

11月29日，经红河地委批准，州、市工会工作机构合一，对外挂两块牌

子o 1964年5月，州、市总工会工作机构分设o

1959年

2月20—22日，市第五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

4月，市工会联合会恢复市总工会名称。

9月，市工人疗养院建成，10月开始收疗。

1960年

1月，市总工会、文教局联合举行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2月1卜16日，市1959年度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系统先进集体、先
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 一

5月，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个旧5名职工参加省代表队赴京演

出花灯歌舞《万盏红灯》。’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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