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9174

影摹
-冒誓冒

午4roFll
工



市工

～

’

河南省许昌市总工会编‘
， ．

；

1 993年8月

志．物人：运

，

日日
一年． ，．许一



许昌市《工运史志》编纂工作领导组

组长 李木旺

副组长 安美云(女)乔修德

．王光华 陈菊妮(女)
山 口
厩 贝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国章左水旺

刘法太刘爱勤(女)

主 编

副主编

’

杨树科

尚金荣

李秀钦

苗文定

郭法波崔坤卯4 、；

崔坤卯

李季安

刘法太

宋卓文



· 许昌市总工会主席马景忠

亨毒妻最边多季秘褥



‘

·* 山
?· 刖 。吾’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无数英雄模范人物j位处中原腹地的

古城许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曾

涌现出多少英雄人物，“各领一代风骚”，影响深远，名播千秋。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主革命

时期，许昌工人阶级经历了无数次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反官

僚资本、反内战、反压迫、争民主、求生存的罢工斗争和武装斗争。

有许多工人运动的领袖，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慷慨就义，壮烈

牺牲。他们虽血染神州，但浩气长存，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社会主义建设44年的历史画廊

中，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化、教育、卫生等战线上，都

曾涌现出了大批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有的是难苫创业

者，有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以主人翁姿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

的默默奉献者，有的是技术革新标兵，有的是新技术的发明者．有 ．

的是优秀企业家。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以“螺丝．

钉”，“老黄牛”的精神，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

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对此人们记亿犹新。 ，

这些先进模范人物，不仅用生动的实践创造了巨大的牧须财

富，而且用高尚的思想品德倡导社会新风，推动了许昌工人运动 ．

的发展，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楷模，是全市工人阶级学习的榜样。

根据本市现辖四县(市)一区，收入本志的有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工运历史人物5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的工会领导人及县(市)：区和市直属系统工会负责人(不含工代

会头头)165名；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593人次；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共81人次；优秀工会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共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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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在收集编写过程中，我们均以历史档案和文字记载为主要

依据，逐个进行查核，凡有讹误或被遗忘者一一予以订正，外地

转来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也分别按不同级别收录。由

于“文化大革命蟹前，原许昌地区召开的历届劳模和先进生产

(工作)者代表大会档案无存，名录缺额只能待查补遗。此外，按

市总[19903 30号文件规定，本志只收录全国、省、市(地)表

彰的优秀工会工作者，但是，1985年前，市(地)以上所表彰的

优秀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积极分子没有严格划分，故在此一部分中，

将省以上和1985年前地区工会表彰的积极分子一并收录。对劳动

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名录的记载，由于有些单位所报登记

表分级不详，只记载了其最高的荣誉称号，余者没再重记。工会

领导人部分，凡名字后边有“今”字者，说明此人现今在职。

为了弘扬先烈、当代工会领导人和劳动模范的功绩，以启迪

后人，教育后人，根据历史资料，我们为5名工运先驱写了传略，
。’ 为8名工会领导人(包括本市籍曾任省总工会主席的张盾同志)、

21名劳动模范和有一定代表性的5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写了

事迹简介。；
、．．

本志的出版是在市总工会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工运研究室全

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史料征集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总

工会各部室、县(市)、区工会和档案部门以及许多工会老干部、

知情人的积极支持，尤其是得到省总工会政研室陈恒文、孙耀林、

孙筱青、刘雪峰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指导，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本志稿由崔坤卯、刘法太、李季安、宋卓文编辑统纂，孙筱

青、张炳奎参与了资料的征集工作，最后由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光
华审定。由于挖掘历史材料难度较大，编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

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

编者 ．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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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历史人物传略

段永健。

段永健，男，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叶县段庄支

部委员、中共许昌特委、河南省委交通员、中共叶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中共确山县、唐河县、叶县县委书记。建国后任河南省总

工会许昌专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中共许昌地委常委、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许昌地方监察委员会书记、地委书记处

书记、副书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总工会第

一届、第二届执委会委员，1971年在上海逝世。他参加革命后为

党的事业出生入死，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

无论是残酷的铁窗生活，还是艰苦的游击战争，无论是硝烟弥漫

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刚

正不阿的高贵品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对党

和人民忠心耿耿，对工运事业一片热忱，对工作兢兢业业的献身

精神，一直为人民所称颂，所敬仰。 ～

1905年，段永健出生在叶县段庄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父

母兄弟五口人全靠租来的五亩地生活，挖野菜、拾柴伴他渡过了

童年。十岁起便跟父母下田劳动，十四岁和大哥轮着外出打短工，
●

十八岁开始了长工生涯。1927年，叶县籍的中共地下党员段语禅、

董锡之相继回原籍创建党组织。段永健是段语禅的堂弟，由此i他

|。一j j i 6 J一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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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段语禅、董锡之介绍大革命时期外地的革命形势和周恩来、贺

龙、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的情况，思想觉悟很快提高，他痛恨世道不平，社会的黑暗，盼

望革命早日到来。1928年秋，他由段语禅、董锡之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段庄支部委员。1929年。任中共汽路(许南

公路)区委负责人之一．领导段庄周围几个村庄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1930年，兼任中共豫中特委交通员，负责向南阳等地转送党

的文件。

1932年12月，他随中共河南省军委负责人张振亚，一起赴上

海参加党中央开办的党员训练班，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接受马列

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知识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和进行革命斗争

的能力。学习期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段

永健等豫籍学员受到了新任省工委书记吕文远、组织部长刘晋的

接见。1933年2月，学习结束后，段永健从上海回到叶县，积极

进行革命活动，努力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兼做省工委交通

员工作。
‘

．．

1933年4月，省工委组织部长刘晋派段永健到焦作煤矿开展

工人运动。他化名常文治，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深入矿区，传达

贯彻省工委“关于开展红五月工作的指示”，通过矿工中的共产党

员和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把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全国工人运动

的消息在矿工中广为传播。先后在工人中发展四名共产党员，成

立了矿工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5月，焦作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

领导下，为争自由、求生存，接连举行数次罢工，反抗中外资本

家及工头、监工的压榨和剥削。这时．国民党焦作保安团发现段

永健身份不明，又深受矿工拥戴，怀疑他煽动工潮，以通匪罪名

将其扣押。中共党组织获悉此事，通过关系立即进行营救，很快

将他保释出来。他遂被省工委从焦作调回，任郑州和上海间的交

通员，兼顾省工委和叶县的党组织联络。这时，为除掉叶县万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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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村大恶霸万廷荣，替民除害，段永健亲自带队袭击万宅．事后，

～ 身份暴露，遭到国民党叶县政府的通缉，根据省工委指示，安全
。

‘

转移，离开叶县。 ． ．

， ，

，1

· (二)
‘

．x

f ，
‘

‘

‘，’ 1933年秋，段永健来到河南省工委，提出到中央苏区学习的

’要求，经河南省委≮省工委改称)同意，在年底前派人沿地下线

送他到江西瑞金，参加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白区训练班”。学习课

程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文化课。当时陈云讲职工运动，贾拓

夫讲农民运动。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学习积极热情，收获很大。不
r一 仅结束了他文盲的历史，也扩大了政治视野，坚定了革命必胜的

·信念。，1934年8月，．中央苏区囚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形势严

峻，训练班被迫停办．’学员大部编入红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段

永健所在学习组跟随党中央秘书处在瞿秋白、项英、毛泽覃的领
‘ 7

导下，原地坚持斗争。学习组改为军队建制，段永健仁红军班长，

在被敌人分割为若干块的根据地内和敌人周旋，开展艰苦的游击
十

．
战争。 ．

‘

，

’

^

1935年初，段永健同王国华一道奉中央秘书处指示，转战到

福建省。3月，他又沿地下交通线，取道上海，返回郑州。由于河

：二． 南省委及全省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王国华回到家乡确山县，段

．一 永健回到叶县。这时的叶县党组织已和上级失掉联系，他回乡后
， 即和其他共产党员着手恢复党的部分基层组织，开展地方党的工

作．8月，组建了中共叶县工作委员会，段永健勇挑重担，任工委

书记。他一面除暴安良、夺取武器，壮大队伍；’一面派人到豫南
、

一带积极找寻党组织。1936年2月，泸去的李子健终于在豫南一

带找到了王国华、周骏鸣。这时，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已建立起一

支游击队，尤其缺乏武器，‘听说叶县工委搞到有枪支，王国华让
’

李子健转告段永健等速来确山会合。后来，叶县工委带去的枪支，



有力地支援了边区游击武装的发展。

一．t936年6月，段永健等由叶县到达确山参加了鄂豫边区游击

队，向鄂豫边区省委汇报了叶县党组织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王

国华对他的工作感到满意，看得出段永健已经在艰苦的革命斗争

中成熟起来．可以独挡一面了，鄂豫边区省委决定调段永健任确

山县县委书记。他到任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游击队活动的中心

区域石滚河一带，深入群众，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选送青年积极

分子参军，扩大红军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8月，国民党反动势

力对确山党组织进行疯狂破坏，白色恐怖更为严重。一天上午，段

永健正在石滚河东南小王庄和区委书记研究工作，国民党省保安

团突然包围该村，段永健猝不及防落入敌手。审讯中，他坦然自

若，称是许昌编席工匠王七，其它一问三不知。敌人对他酷刑拷

打，先用压杆，后坐老虎凳，凳上垫了五块砖，段永健几番昏死

过去，却从未吐出一个字来，敌人拿不出他是共产党的证据，最

后不得不由他人取保释放。段永健出狱后，鄂豫边区省委调他到

红军游击队做兵运工作。12月初，省委书记王国华派他到唐河县

任县委书记。在唐河县工作期间，他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

成统一战线组织一唐河县抗敌委员会的建立，从而树立和增强
了共产党的威望。1937年8月23日夜；段永健正在毕店凤凰树村

和群众一起欢送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人员，遭到国民党县保安团数

百人的包围，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一棵弯腰枣树上狠狠抽打，

又灌辣椒水，晚上押进县监狱。在公堂上段永健大义凛然，慷慨

陈词，质问县长，“国家处在生死关头，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做亡国

奴，难道组织抗日还有罪吗?”统治当局理屈词穷，无法审问，只

有暗下毒手，乘段永健闹眼病的机会，用石灰水冒充眼药，用卑

鄙的车段，把他的眼睛再瞎。后经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同国民

党当局进行公开交涉．唐河县长王光材避开杀与放的难题，把段

永健解回原籍。12月，叶县地下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将他保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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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时的段永健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眼睛一半失明。然而经

’过血与火的洗礼，使他的心底更硬朗了．，胸怀更宽广了，只要有

一口气在。也要革命到底，他让叶县党组织向上级转达他要求工

作的心愿。．1939‘年，王国华要他到确山竹沟任新四军八团留守处

军需队长，11月，国民党顽固派衬造了“竹沟惨案”，段永健克服

重重困难回到叶县。 ，’ ⋯ ! ，
，．，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做出

决定，河南区委以上干部撤退。1942年春，·大部分干部撤到延安。

段永健眼睛看不清，由一根竹杆探路，以逃荒为名，按指定路线一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闭过层层哨卡，穿越道道封锁线，日夜兼

程，历时一月有余，于lo月I'廿-IN达革命圣地——延安。河南省委

把他介绍到中央招待所住下后，一面到自求恩医院治眼；一面参

加整风学习。他和同志们_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整风文件，。

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向党汇报了三次被

捕的始末，自觉接受党的审查，中央组织部给他做了“历史清白，．

没有问题”的结论。他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感到无限温暖、亲切和

兴奋，昂扬上进的力量；使他焕发出了革命的青春。延安学习成

～为他生命中的里程碑，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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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段永健等15名在延安的河南籍干部组成河南

地下党工作队，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派回河南。1947．年4月，段永

，健去南阳开辟工作，6月，任中共豫西南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叶

县和工委机关工作。11．月，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兵

团解放叶县i胜利完成了豫西南工委的历史使命，后被调N--地

委。1948年2月，地委派段永健担任中共叶县县委书记，叶县人 ～

民在他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匪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并组

织工人，。恢复城市工业生产，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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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段永健由叶县调许昌工作。6月，河南省总工

会许昌专区办事处成立，他担任办事处副主任，主持办事处工作。

他运用学过的工人运动理论，结合许昌专区的实际情况，贯彻执

行“以党为核心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积

极组建各级工会组织，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提出干

部要多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率先身体力行，经常到许昌几

个厂矿调查工会工作的开展和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一次，他骑

车从烤烟厂考察回来，因路不好走眼睛又不好使。从车上摔下，自

行车链瓦割着了脚后筋，住了多天的医院才治愈。他就是靠自己

的带头作用．调动起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使工会工作得以健康发

展的。在短短半年之内，许昌全区发展工会会员14000余人，建

立起基层工会79个，工会在配合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

、

段永健在工作中十分重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1949年7

月．许昌泰兴烟厂发生所谓“马福金偷烟事件”，厂负责人不调查、

不研究，不与工会和厂管会商议，不请示上级，认定是工人马福

金偷盗，非法将马扣押一月有余，进行批斗、吊打，还将马的父

亲抓来审讯、拷问，马无奈承认偷烟，被迫变卖家产抵帐。案件

发生后，段永健与许昌市工会领导一起，亲赴该厂调查，证实此

事纯属诬陷，是件冤案。他气愤地指出：这个厂负责人哪是共产

党的干部，和国民党时期的工头有什么区别!经他全力支持，在

市聚英舞台召开公审大会，许昌专区法院认为罪证确凿，将该厂

领导绳之以法。此次会议，对许昌厂矿企业和全市都震动很大。一

时，街谈巷议，其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大大提高了工人

阶级的地位，密切了党群的关系。 ．

’1950年1月，段永健任中共许昌地委委员、许昌专区工会办

事处主任。面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局势，他不顾个人体弱多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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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半年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持

召开了县工会主任会、工人积极分子会、城镇工会工作会等一系

列的会议，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安置失业工人、解决劳资

纠纷、推行民主管理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和部署。他

事事关心，件件过问，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在工作实践中，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切体会到用革命理论武装工人的重要性。经许

昌地委和上级工会同意，在他的领导和筹备下，许昌专区工会办

事处于lo月问开办了第一期有县级工会主任和工会干部61人参

加的短训班，以“如何开展好工会工作”和。关于加强工会组织

工作”等上级文件为重要内容，学习月余。段永健亲自负责短训

班，指导学习。 ’ ： 一
．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县、市工会主席

(主任)会议，传达贯彻地委指示和省总执委会决议，拟定《告全

区工人书》，在全区迅速掀起一个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时事宣

传教育运动高潮。他不辞辛苦，深入基层，开办训练班，召开座

谈会，进行思想发动，组织职工揭露控诉美帝罪行，提高职工的

思想政治觉悟。； 。， 一 ．

1951年工会工作转向民主改革，段永健亲自到禹县张庄私营

大兴煤矿、新峰煤矿蹲点。他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和矿工同吃、同

住、同劳动。工人们见他关心群众，平易近人，都愿意和他拉家

常，讲心里话。依靠广大工人，他很快摸清了矿上的底细。原来

解放后，一批逃亡地主，国民党军官、土匪、青红帮、道会门头

子，靠裙带关系潜来矿上，引起了段永健的警觉。他布置对分布

在叶县、鲁山、郏县、禹县、临汝、宝丰六县的74个煤矿逐个调

查，均有此类情况，公私合营矿和私营矿更加严重，其中一个私

营矿坏人竟占全矿职工的15％。那些坏人或伪装积极，或隐姓埋

名，把持了相当一部分领导权，．继续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他分

析了全区的工会工作情况，感到工作中的簿弱环节是，工人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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