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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言

编纂t株洲市化学工业局工会志'，我们祈望能够趣

到，“资海，存史、教化”之作用。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的观点。尽力做到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记载局穰、

各基层工会自1958年_至11990年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力求

“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时间跨度上坚持远近结合，以近

为主}写作方法上坚持实事水是，始终突出“真实”两字。

编写工作始于1990年10月，在各基层工会提供有关资料

和数据的基础上，经历了篇目设计，资料收集与整理，编

写，评稿，修改等工作，三易其稿，第三稿于1992年6月

审定。本志设“大事年表”， “组织”，“工会工作”三

篇，连同概述共四个部分，十章，三十三节，四十五目。

在编写过程中各基层工会从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

持和协助，提供资料的人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卢青云，

刘春生，刘顺林，陈西廷，陈国庆，陈盛莱，李代华，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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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李志明，肖金汉，沈为亮，张丽华，张顺清、张楚南，

罗国弘，单德祥，胡社明，胡利安，袁春发，曾兵操，颜永

京等同志。湖南省石化工会，株洲市化工局党组以及株洲市

总工会史志办负责同志王建中、崔志葵给予了具体指导，并

得到了何尚文，高章国，万宁．钟元模，周辛林，吴万良等

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谨表谢意．
‘

，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主客观条件的限
，●

制；难免有许多疏漏和不当之处，敬望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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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株洲，解放前是湘潭县的一个镇。全镇仅有两条狭窄的

街道，入口不满七干，只有七家小型工厂·194T年，曾有入

准备办一个永利化工厂。搞了两年多才修了一座水塔。可以

说解放以前株洲化学工业是一片空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株洲古镇获得了新生，政

治，经济得到飞跃发展。1951年从湘潭县划出设立地辖市j

1956年4月改为省辖市。从1955年至1958年短短的四年里，。

株洲建起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机械，电力i化工，煤

炭，轻工、建材等100多个工业企业，成为湖南省首屈二指

的新兴工业城市。
‘

株洲地方化学工业是从1958年开始兴建和发展起来的。

当年就创办了橡胶厂，碳酸钙厂等七个小型地方化工企

业。从1958年到1990年的三十二年里，株洲地方化学工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发展到由十九个大，中，小犁企业和

一个化工研究所，一个化工供销公司组成的地方化工大军。

1990年全局职工9405人，工i2总产值达40655万元i利税

垒5．!15万元。在株洲市地方工业部门中仅次于冶金机械。成为

全市“四大支柱”产业之√。
‘

J√

1978年株洲市化学燃料工业局工会成立。正值千年动乱

结束，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工人运动也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十二年来，全局工会工作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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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拨乱反正，逐步走上了建

康发展的轨道。在局党组和株洲市总工会，湖南省石化工

会的领导下，依据中国工会“九大”o 4、“十大”，“十一

大”提出的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全面履行工会的四项基本

职能，团结，带领全局职工积极投入“两个文明”建设，做

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 (一)广大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企业整顿，

创建“无泄漏工厂”， “清洁文明工厂”和“学吉化、学长

炼”等活动}广泛开展为“四化”立功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

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涌现了

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从1978年至1990年，共评选出

先进集体1890个次，先进生产(32作)者23000多人次，其

中省市(地)以上劳动模范21人，先进生产(工作)者300

多人次。

(二)把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工会工作重点，加

强了企业民主管理。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营工

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6年颁布的t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t企业法，贯彻落实以

后，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不断发展完善，职代会的“五权”在

多数单位基本落实。 ·

．．

．

，，

， (三)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职工文

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各级工会紧密配合党组织和行政

对职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发动会

．员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和“学雷

锋，·学铁人”的活动．各级工会还协同行政对职工进行文



化，技术补课，参加各种补课的5000多入次，合格率达98％

以上。

(四)坚持为职工说话，。办事，不断改善了职工的劳

动．生活条件。开展生活工作达标竞赛，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健全了女职工委员会，女工特殊保护

进一步得到加强。

(五)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工会工作日益活跃。1990年

22个基层工会建有工会小组602个，有会员9119人，工会积极

分子25603,。1984年起开展的创建“职工之家”的活动，至

1986年市属企业的基层工会全部建成合格的“职工之家”，

全局有3个”模范职工之家”和8个“先进职工之家”．通

过建设“职工之家”进一步加强了工会组织与职工群众的联

系，涌现了～大批优秀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积极分子·工会工

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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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一九五八年

由修理皮鞋的-手z业zA组织发展起来的株洲市橡胶厂

(株洲轮胎厂的前身)建立了株洲市化学工业局系统第一个

基层工会委员会。万胜丰任工会主席。

一九六六年

从1958年至1966年，先后有轮胎厂，有机f#,z／--，湘中

化T．F-t株洲市橡胶厂，杉木塘化工厂，化工助剂厂，农药

厂等企业单位建立了基层工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

会工作基本陷于瘫痪。

之．

一九六七年

196T年后。基层工会组织名存实亡。 “工代会”取而代

一九六八年

杉木塘化T_VT_人刘湘南进京参加建国十九周年国庆观

裙．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奄

．． 一九六九年

杉木塘化工厂工人易义辉进京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观

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入接见。

一九七三年

6月，株洲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碳酸钙厂由德

林当选为六届工会委员。

8月，化工机械厂女工主任包志蒲参加了株洲市第四届

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市妇联委员。并出席了湖南省第四次

妇女代表大会。
‘

10月，株洲市北区总工会成立。杉木塘化工厂易义辉当

选为副主席。 一

各基层：【会经过整顿以后，组织普遍恢复，在各单位所

在区总工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九七八年

2月，根据株组字(1978)2l号文件精神，建立了株洲

市化学燃料工业局工会。欧阳效云任主任，包志蒲任副主

任。

攸县氮肥厂二车间党支部书记尹曼生当选为第五届全国

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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