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叫l国矿业大学in版社

0031‘25

茚壕声名志
沛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



副主编 芸至霎裂萼姜嘉茎釜燕守宪



主 修 李会堂 唐世安

协修 薛洪涛 耿淑云

主 编 刘 华

编辑 石玉存 刘悟修

杜耀南 杨广斌

石常武 燕守宪

魏民宜

沛县工会志

《沛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姜志方 朱明华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1092毫米1／16印张35．5字数590千字插页16

1995年12月第一版199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81040—452—0

K·19 定价：64．80元

●挂}，‘_





主 任

副主任

顾 问

委 员

《沛县工会志》编纂委员会

1 989年9月"--'1 994年10月

李会堂

薛洪涛

翟居忠

宋家位 耿淑云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学华 韦金科

刘 华 刘悟修

李会堂 肖守英

徐培兰 耿淑云

魏忠秀

叶 枫 叶 久 包金祥

刘召祥 阎继武 李 健

宋家位 张允让 郑金刚

梅新华 燕宪云 薛洪涛

1 994年10月～
’

主任 唐世安

副主任 陈存起 耿淑云

顾 问 翟居忠 李会堂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学华 韦金科

包金祥 刘 华

阎继武 李健

陈存起 张同乐

徐培兰 耿淑云

魏忠秀

张同乐 魏忠秀

薛洪涛

叶 枫

刘悟修

肖守英

张允让

匿世安

叶 久

刘召祥

杨烈武

郑金刚

燕宪云

乙

帑

。、

4耖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7

序 言

唐世安

适逢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之际，《沛县工会志》

出版发行了。这是全县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值

得庆贺的喜事。

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沛县工会志》从不同历史时期、

各个侧面，反映了沛县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全

貌。本世纪初，沛县工人阶级伴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兴起而诞

生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共沛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为

求得自身解放，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胜利，沛县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谱写了光辉的

篇章。本志书如实记载了沛县工会组织的发展沿革状况；记

载了工会组织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团结、教育、组织、带领

广大职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历程和光辉业绩；记载了沛

县工会组织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职能的历史和现状；

记载了各个历史阶段涌现出来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

是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

的好教材；为研究沛县工会的历史、指导当前工作，提供了丰

富、翔实的资料；为研究、解决新时期所面临的新课题，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是党的指导方针。我县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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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盲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探

索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新路子，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党和政府

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广大职工群众参政议

政的重要渠道，成为职工群众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

《沛县工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

亲切关怀。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徐锡澄为志书题写了书名；徐

州市总工会史志办公室领导，多次来沛检查、指导；县委、县

政府领导经常询问志书的进展情况；中共沛县县委办公室、

县委组织部、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县

档案局、统计局、保密局等有关单位，对编纂工作给予了大力

支持和指导；同时得到了沛县总工会的老领导、老同志的关

心和支持。各系统、直属、基层工会为编纂工作提供了大量资

料。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专业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加之编纂时间短、工

作量大，志书中难免有疏漏和差错，恭请批评指正。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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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

地记载沛县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为工运事业建设服务。

二、本志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叙建国后的工

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 三、本志上限从1919年写起，下限至1993年底，重大

人事组织变动至1994年11月召开第十届工代会止。为求史

料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有的章节，根据内容需要，上溯载古，

下延及今。

四、本志体例，按照志体要求，横排竖写，事类为纬，年

代为经。按事物的性质，设章节，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

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章节。

五、本志按篇、章、节、日、子目排列，篇章的划分，按时

代界限、业务范围，以类系事。工人状况、工人运动、工会组

织、工会工作、人物各立一篇，并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附录和编后记。 ．‘

六、本志用记述体，以文字记载为主，并辅以部分图表、

照片。行文规范按照《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之规定。

’七、本志所载解放前、解放后，以沛县解放日期1948年

11月10日为界；建国前与建国后、新中国与旧中国均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为界。

八、本志资料来源：工会档案资料、县档案馆资料、部门

资料、县志资料、中共县党史资料以及采访当事人或知情人

的记录。所用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但概不注明材料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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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位于江苏省西北端，地处北纬34。287-'--34。597，东经116。41’～117。097。全

境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总面积1114平方公里。1993年末总人口

1092923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81人。全县辖8个镇、17个乡、6个国营农、林

场圃。县人民政府设在沛城镇。
’

沛县地理条件较优越。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南边缘，东靠微山、昭阳二湖，与山

东省微山县相邻，西北与山东省鱼台县接壤，西连丰县，南界铜山。县境处于淮海

经济区的中心部位，又是两淮和兖州能源开发区的腹地和徐州、商丘、济宁、枣庄

和淮北五个市经济技术幅射交叉点。徐沛铁路贯穿南北，京杭运河穿境而过，公路

网络四通八达。 一

沛县历史悠久，饱经沧桑。远古时代，沛地称“沛泽”。相传唐尧时名士许由不

受尧的禅让，曾隐居于此。春秋战国时，沛地属宋国，齐、楚、魏灭宋，楚得沛地，设

县，置县尹，至今已有2280多年的历史。秦统一中国后，建沛县，建泅水郡。西汉改

泗水郡为沛郡，辖沛县。北齐天宝元年(550年)撤销沛郡，沛县隶属彭城郡。隋、唐

时隶属徐州。宋金议和后，沛县入金。金天兴二年(1233年)，沛地升格称源州。元

代先后属济宁府、济州。明、清隶属徐州、徐州府。民国初年隶属徐海道。抗日战争

前夕隶属徐州专员公署。1939"--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建立的抗日民

主政权有：沛滕边办事处、铜沛办事处、沛县民主政府等人民政权。1948年11月全

境解放，正式组建沛县民主政府，隶属于中共领导的冀鲁豫行署湖西专员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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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曾一度隶属薪组建的平原省湖西专员公署，后又隶属山东省台枣专署

及滕县专署。1953年1月，沛县由山东省划归江苏省，隶属徐州地区专员公署。

1983年1月，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沛县属徐州市。

沛县物产资源较丰富。境内水资源丰富，西有大沙河，东临昭阳、微山二湖，河

网稠密，地下水储量可观，总储量约在22．19亿立方米。境内地下煤炭资源丰富，

多集中在县境北部，分布于龙固、杨屯、大屯、安国、沛城五个乡镇境内。以大屯镇

为中心，煤田面积约160平方公里，已探明储量为27．7亿吨，占徐州西部矿区煤

炭储量的57．8％，具有煤层厚、量大质优、分布稳定等优点。西部大沙河两岸土地

面积广，已成为林、桑、果基地，所产红富士苹果，于1993年和1994年两次获得全

国“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金奖。东部湖区水面及滩面广阔，水草丰盈，所建渔业

及禽畜业基地，已初具规模。

沛县旅游景点较多，且发展工业潜力大。沛县历史悠久，既为汉高祖刘邦的故

乡和发迹地，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籍，素有“千古龙飞地"之称；沛县又地处徐州

至曲阜旅游线之中点；境内名胜古迹颇多，著名的歌风台、歌风碑、泗水亭、吕布射

戟台、琉璃井、刘邦塑像等珍贵文物尚存县博物馆。1994年内，曾有日本、香港、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刘氏宗亲来沛祭祀并参观。另有高祖原庙、沛宫等多处胜迹；微

山湖百里荷花，景色秀丽，所产四鼻孔鲤鱼，全国绝无仅有；沛公、彭源名酒，获国

际金奖(沛县金波酒于1928年曾获巴拿马金奖)；鼋汁犬肉，风味独特；沛县冬桃，

别有风味，享誉国内外；工艺编织和工艺裘皮制品、土特产品，在国际市场深受欢

迎。同时，县内盛产棉花、羊毛，可大力发展纺织工业；有充足的粮、畜、禽、蛋、奶、

果、蔬和水产资源，可大力发展现代化联合食品工业和酿造工业；本地生产的皮

革、毛皮、呢绒、化纤、羽绒，可发展服装和鞋帽工业；盛产麦秸、稻草、芦苇等，可发

展编织和造纸工业；还可以引进现代技术和设备，进一步发展冶金、农机、化工和

建材工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多年来，沛县广大职工群众，在中共沛县县委的正确

领导下，奋力拼搏，团结战斗，夺取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1986年，沛县被国

家命名为“体育先进县”和“武术之乡”；1987年被国家命名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

县；1987年被江苏省命名为“基础教育先进县"。与此同时，沛城镇1988年被江苏

省政府授予“体育先进镇”称号，1991年被评为江苏省“百家名镇”。张庄镇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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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亿元乡镇》、被编入《淮海经济区历史名镇集》。199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一32·5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2·2亿元，古68·1％，农业总产值10·38亿元，占
31．9％。职工和农民收入相应增加，生活不断得到改善，1993年，全县职工年人均

工资2353元，农民人均年收入1525元。城镇居民和农民住房条件逐年均有较大

改善，全县人民温饱有余，正向着“小康型"水平迈进。
’

‘
，

’

●

沛县人民一向具有爱国抗暴精神和革命斗争光荣传统。早在秦朝末年农民大

起义中，沛人刘邦揭竿而起，率众响应，沛民杀县令开城迎刘邦尊为沛公，刘邦聚

集沛县子弟及四方豪杰数千人正式起义，投入农民革命斗争的洪流，经数年苦战，

终于灭秦剪楚，平定全国。沛人萧荷、樊哙、周勃、王陵等均为平民或小吏，跟随刘

邦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创两汉400余年的基业。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隋末和唐末

农民起义、北宋末年宋江在鲁西南率众起义，沛民均积极响应，踊跃参加。明末，沛

民阎尔梅自动组织乡勇，奋起抗击清军，与名将史可法南北呼应，名留青史。清末，

境内沿湖民众，高举义旗，积极参与捻军起义，屡挫驻沛清军，两毁洋人教堂，影响

深远，声势较大。 ．

沛县工人阶级伴随现代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并逐步壮大。沛县的原始工

业(手工业)起步较早，远在22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从史书记载和境内汉墓出土

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沛县就已出现冶炼、铁业、木业、纺织、制陶、酿酒等手工作

坊，生产各种农业和生活用品。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技术保守，加上水患兵

灾频繁，地方经济贫困，致使现代工业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落后状态。直至民国时

期，沛县民族工业仍处于萌芽状态，虽有零星的官办企业，但是以私人经营的手工

业为主。后来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造船、木工、铁工和酿酒作坊后，店员、渔业、

搬运工人也随之相应发展起来。据民国22年(1933)《沛县社会调查》资料统计，当

时全县有手工业工人38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业企业和其他行业

的不断发展，沛县职工队伍逐渐壮大。到1993年末，全县职工达61043人，其中全

民所有制职工41641人。

沛县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现代，沛县职工群众，受俄国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