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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工会志》序言

提到中国工人运动史，我很为长沙这座英雄的城市感到

囊豪。掰苔峥嵘岁月，地处南北要衢的古城长沙，不仅是湖

南工人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n多少

英雄志士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英勇

奋斗，蓊僚后壤，谱写了一雷首惊天地、泣鬼神酌工运史

诗，在湖南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二

鏊家兴亡，篷夫有贲。长沙的工人运动，始终合藿祖餐

图存图强的节拍，代表着正义、进步与力量。大革命时期，

长沙工人阶级以领风气之先戆觉悟，积毂遗支援北饯战争；

“马日事变”后，长沙工入纠察队不畏强暴，奋力反击国民

党反动派的镇熙和屠杀；抗爨战争申，长沙奠人踊跃投身民

族救亡，有力变援抗战前线；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工人强烈

反对内战，护厂保产，为湖南和平解放立下功勋；新中国成

立后，搦家俸主酶长沙工入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积极授身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缔造了_个充满生

枧酶薪长沙。
‘

．，

， ，

长沙工人运动史，是一部英雄志士不屈不挠、赴汤蹈火

的奋斗变。在这片土地上诞垒彝走窭昀老一辈无产阶级莘命

家和工人运动领袖，如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郭亮、黄

爱、庞入铨等，德们以领导湖南劳王会的斗争和安源路矿、

粤汉铁路、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等传奇般革命经历，在人民

心甚申矗立起高出仰止的历史睾碡，一直使长沙为世人崭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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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和良往。

一部长沙曩人运动史，深刻蕴藏着“心忧天下，敢为人

先”的琵族糟棒，赋予潮湘文仡激薪翡蠹添，激穗着一撬又

一批的后来者，为长沙的建设、繁荣、富强简孜孜不懈地探

索和奋斗。正是褒这耱精捧鳃感召秘传承，长沙的发展撂开

了新的一页。今天的长沙，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改革开放全瑟推进，人民生活步入小康。这是全审

广大干群共筒创韭的结果，凝结了全市百万工人群众和各级

工会组织的辛勘劳动与无私奉献。+尤其在计划经济国市场经

济过渡的体制转换中，在传统文明向工业文蛸转轨的伟大进

展中，长沙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大局为重，以

发展舞重，表巍窭崇高酶觉悟和坦荡酶胸怀。可瑷谎，一部

长沙工运史也是一部足以感悟和教化盾人的启蒙史。

革命导瘴翔宁有句名言：“忘记进去，就意味蓑背叛。”

长沙工运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对其系统研究并编

撰成嚣，黟成《长沙帝王会志》，无疑是一传有盏予人琵魏

大好事。我相信，已经胜利走避新世纪的长沙人民，在先辈

革命斗争实践尤其是“心烷天下，敢老人先”烬长沙精神启

迪和激励下，～定会与时俱迸，开拓创新，忠实实践江泽民

阕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荛把长沙建设成先繁荣、开

放、文明、秀荚的现代化中心城市衙努力奋斗。有道是：

“天行健，君予以自强不患。”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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