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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丽 青

在中共玉溪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志办公

室的指导帮助下，《玉溪市工会志》巳定稿付印了。这是

我市工会第一本系统总结历史的资料书，它将对全体工会

干部借鉴历史，研究发展规律，为现实服务大有好处。

中国工人阶级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中

国工人阶级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时起就开始了反对外国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压
迫，剥削的斗争。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动

员和组织全国广大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

结各阶层人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坚持斗

争，配合革命战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

残立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工会在全国

范围内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三十多年来，中国工会在各级

党委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国职工以主人翁态度积极完

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工会十大以来，玉溪市各级工会组织认真贯彻新时期

工会工作方针l结合整党，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端正

业务工作指导思想，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工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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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新路子，做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广大工会干部

增强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自觉性，议大事、懂全局，管本

行，为职工说话办事，积极投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已

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经验6。在试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加强

了企业民主管理。“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在更加深入

和广泛的范围内展开。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和技术协作活动

也有新的发展并取得一定成绩；关心职工生活，职工福利

工作和文化、体育活动有了新的进展。整顿基层工会组

织，建设“职工之家"的活动拙现了比较瓣跃的局面，为

实现工会十大提出的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

《玉溪市工会志》编写组的同志们为了全面地、系统

地，真实地反映自建工会四十多年来历史全貌，克服了资

料不全、查核不易的困难，邀请了退休、离休和在职的老

同志座谈，核对了全部表报，使资料基本傲到系统完肇-'。

_真实可靠。 、

编写工会志是一项新任务，由予我们的恿想政治水平

低，写作能力不足，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恳请领导和同

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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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志所叙，上溯自1942年，旧社会的“手工业同业公

会成立"，下限至1987年底。着重叙述建国以来玉溪市总

工会的建置沿革，尤其是建市以后的工会工作。

解放前，有过“玉溪县手工业同业公会”，简称“玉

溪县总工会”。那是劳资双方的群众组织。会员多是手工

：业者，他们生产一出来的产品多数是自产自销，但有的聘请

技工师傅及管帐先生，雇工劳动，有一定的剥削性质。工

会的任务，除负责完成政府摊派的捐款，慰问物资，维护

工商业务的活动外，同时也起到宣传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

法令，协助完成税收任务。他们对玉溪县工商业的发展，

市场的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建国以后的五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

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 ．

．一。

中国工会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贯彻执行党

：的方针、政策，反映职工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根据群众组

织的特点，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发挥联结党

和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工会遵守和维护国家妁宪法和法律，组织并代表

取工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参与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对行政干部起监督协调作用，为职工说话办事，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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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排难解愁，动员职工群众积极参加改革和四化建设，努

力提高经济效益，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发挥职工当家做主的

主人翁责任感，并且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违法犯罪

行为作斗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社会支柱作用。

中国工会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职工群众，一切依

靠职工群众。根据会员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开展活动。用民

主的方法，吸引诱导的方法进行工作，全心全意地为职工

群众服务，把工会办成“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成为“职

工之友”。

从1950年起，全国广大职工很快组织起来，逐步成立

了各级工会组织。当时的玉溪县职工队伍也随之不断壮

大。在党委的领导下，1952年组成了临时的玉溪县总工会

筹备委员会。1953年1月29日召开了玉溪县总工会筹备委

员会，正式成立了玉溪县总工会。全县有职工1543人，基

层工会8个，会员730人。

县总工会成立以后，职工和会员人数逐年发展壮大，

但因精兵简政，并且分县，停厂等原因，也会有减少的情

况。1985年有职-I"21264人，基层工会126个，会员1 3327

人。(历年职工人数、基层工会数、会员数如附表二)。

县总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从1953年牵-1984年共召开五

届。县改市以后，1985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一届，重新改为

玉溪市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各届的时间、代表数、委

员数、主席，副主席名单如附表三>
、

工会的名称9由暇社会的“手工业同业公会"到现在

的“玉溪市总工会，，。当中也变革了数次。(变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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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称如附表一》。
’

o工会的工作本着工会的宗旨，协助政府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纽带与支柱的作用。做了大量

的工低取得了显著成绩。 、

， 60年代初，对职工群众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接着，组织和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参与

，箩镇反"、“土改”、“民改”、“三反"“五反"一系

列运动。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协助政府接管了官僚资本

主义企业，推动工商业者接受了公私合营的方针，使合营

企业的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消灭了剥凯锚度，改造了小

生产者的所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各级工会组织发动广

炎职工群众积极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促进了国民经济

的恢复，‘各级互会还侧重抓了职工的生活福利工作，帮助

职工群众度过了困难。 ·

、 “文化犬革命垆的十年，、县工会和全国一样，遭到了

一场严重的浩劫。县总工会变成了擘工代会"。成为“四

人帮”摘阶级斗争的工具。’ r+ ·

。7粉碎靠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

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动员和组织

全国王人阶级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力军

作用，是中国工会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全市各级工会，：

广大职工群众同心同德￡二珍惜时间}排除干扰f‘，专心致枣

拙搞四化建设，对十年内乱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一r — J’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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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市以后，在全市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展矗增百致富"租“翻

番增千元，三同步、一挂勾"(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销

售收入增长速度，上缴税利增长速度三同步，企业工资改

革与经济效益挂勾>大讨论，玉溪市总工会圈绕经济体制

改革、大力推进企业民主管理，整顿基层工会组织，建设

露职工之家"。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职工生

活后勤竞赛和职工文化技术双补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各

种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

设事业的发展。

表① 玉溪县工会名称变革

牟 份 工 会 名 称

1942—1950鼻 玉溪县手工业同业工会(简称 ，。

县总工会) ，．
、

j

1952—1954点 玉溪县总工会

1954—1959年 玉溪县工会联合畲

1959—1968年 玉溪县总工会

1968---1973年 玉溪县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筑，称善代会)

1

19裆一1983年 ___I蠡蔟县总工套1_、’■．，一．． 一，

1983--1987生 玉溪市总工会
、

～“ i二，i’一 、 、o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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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本大事记，记载自1942年筹建玉溪县手工业同业公会

起，至1987年这四十五年中玉溪市总工会的组织沿革及工

会工作的一些大事，以纵观市总工会历史发展的总貌。

1942年(民国曼十一年)8月，筹组玉溪县总工会，

原名玉溪县总工会，理事长谭世禄。9月15 B，报请社会

处及中央社会部立案。

。1944年9月5目，改选组成第二届玉溪县总工会．'理

事长赵泽民。

1946年9月5日，改选组成第三届玉溪县总工会，理

事长赵泽民。

1948年9月20日，改选组成第四届玉溪县总工会，理

事长赵泽民。
一一 ‘

1951年11月，成立城关镇工会。

1951年雇，对职工进行挠荑援瓤的爱国主义教育，开
劳资协商会，订立劳资合同。

1952年2月，由冯贵东辅导组建州城．．北城、玉中，

铁工厂、邮电局、大道生织布厂!、、人民银行，公路养路队

等八个基层工会。 ⋯． ～
二

、

⋯一jL952 B I!月，牙翰缀麓囊攘县募工会筹备豢员鑫”．

韪



1953年1月29目，正式成立了玉溪县总工会。

．·商业工会推行“货真价实态度好，秤平斗满尺码足”

的新商业道德。

1954年，在国营企业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县总工会
改为县工会联合会。 ’

．伯S5年．6月26～弓O日，召开县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 ，

～ 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
’

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玉溪县工会联合会于8月、8日至10日召开了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

开展玉溪县干部职工业余文化教育，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

纪∥
．

1 954年4月，县工会联合会根据职工的要零，止报申

请建立县俱乐部，

商业系统机构合并，公私合营整店。

、1958年卜玉溪、扛m两县于12月16日会静。。互会组织

也另行组建； ．-。
。

i．动员金罐职王群众积极参加罄风运动；掀起促进生产
高潮，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I。支援农业大跃进。“

，。继续爨j衡蛾喜彦麴枣岿豳生产、、生活、教窟三位一体
。的方针。 。

，． 一 ：

1959年，开展隧燕本为史心l以鼹寓意儡羼盈翻提高生
产率为目的的红旗竞褰运动卜摄辊蕾予乓窦千根结翕，促

．，6



进工业大跃进。

1960年9月16日至18日，召开金县基层工会主席会议

交流工会工作经验，讨论职工生活和业余文化学习。
’

1961年，以食堂为中心，全面抓了职工生活，加强工

会组织建设工作。

1962年，开展以支援农业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

对职工进行“精兵简政"工作。

1963年，召开玉溪县工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

1964—1973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工会变成了

“工代会，，，成为“四人帮"搞阶级斗争的工具。

1 973年8月5日至9日，召开玉溪县第四届工代会。

1974年发动全县各条战线的职工积极投入批林批孔，

1974年4月L5日至16日，召开玉溪县总工会四届六次

全委扩大会议。

1975年，评选出席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

1976年11月5日至8日，召开县总工会四届八次全体

委员会议。

动员职工声讨、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

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1 978年，春节召开先进模范人物、先进班组代表座谈

会。

1 979年，整顿健全各级工会组织，

以生产为中心，；投入四化建设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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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8日至10日。召开玉溪县第五次工会代表

大会。

实行职工民主管理，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
： 1 981年，根据省政府和地区行署《关于开展职工生活工

作检查的通知》精神，由副县长带领，抽调各部门干部组

成玉溪县职工生活工作检查领导小组，于6月7日至22日

开展了职工生活工作检查。

1 982年，在全县工交、财贸企业中推行职工代表大会

制，加强了企业民主管理。

对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技术补课工作。

1 983盔P,玉溪县工人俱乐部于5月1日正式开放。

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各级工会认真组织广

大职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 1 984年，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开展整顿基层工会组织，

建设“职工之家，，。

。、 广泛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

进行职工生活后勤竞赛总结评比工作，开展岗位练

兵、技术培讲及技术比武活动。

1 985年，成立玉溪市总工会。召开玉溪市工会第一次

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玉溪市总工会党组。

12月25日，玉溪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成立。

继续开展整顿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职工之家"活动。

开展职工百题知识竞赛，提高职工文化素质。

开畏了职工生活后勤竞赛。

1 986年，开展整顿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职工之家"

翥



和争创“先进职工之家”活动。

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

开展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活动。

开展职工生活后勤竞赛和工会财务工作竞赛。

1987年，进行整顿建家巩固复查工作。

进行乡镇企业建工会的试点。

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一运动和技术革新、
合理化建议活动。

开展职工生活后勤竞赛，女工工作竞赛和工会财务工
作竞赛。

举办国庆38周年职工业余文艺调演。

举办劳动保护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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