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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工会志》付梓问世，是靖江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盛事，

可喜可贺．
‘

’ ～‘
．

靖江工人阶级具有光荣传统，他们为靖江的解放和经济建设

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靖江工人运动波澜壮阔，业绩辉煌。

靖江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现已遍布全市城乡企事业单位和机关部门。在靖江政治、经济和社

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靖江各级工会组织，以建设有中国_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履行“维护、建设、参与、教育一四项社会

职能，团结带领全市职工，为推进靖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靖江市工会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比较客观地记述

了靖江工人阶级队伍的起源、发展、壮大I记述了靖江工会组织建

立、发展的战斗历程，记述了各个历史阶段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

物，反映了靖江工人阶级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风

貌。这部志书，是对广大职工群众、工会干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也为研究靖江工会的历史，指导当前

工会工作，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I：靖江市工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总工会史志办、

扬州市总工会史志办和靖江市方志办、党史办、档案局、统计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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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局等有关方面领导、行冢的悉心指导与具体帮助，得到了老一辈

工会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编纂人员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在志书出版之时，我谨代表靖江市总工会、《靖江市工

会志》编纂委员会，向所有支持和关心《靖江市工会志》的领导和朋

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工会修志，史无前例。受条件、水平限制，志书中疏漏和差错在

所难免，恭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

a愿《靖江市工会志》伴随靖江工运事业历久弥辉，风采长存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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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客观地

记事记人，力求详实． ， 、

2．本志遵循。类为一志”、“横排竖写”和“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的原则，结构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部分目下设子目，除

卷首、大事记、附录外，共分五篇十六章四十二节，图照列于全书之

前，表随文出。附录列子金书之末，与各章内容直接相关者列于章

后． 。

’

， 3．本志记事，上限不作规定，下限至1989年，大事记延伸至
。

1993年．
． ． 。

’

4．本志采用序、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合的表现形式。

概述综述历史，勾勒发展，揭示规律。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记

事本末体．。 ．．

‘

．

5．本志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解放

(1949年1月28日靖城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 ．

6．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遵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见

’于有关章节． 一

’

。’

· 7．本志运用的各类统计数据，均取于各种档案资料，一般不

载明出处．各种数字和计量单位均按《江苏工会志行文通则》的规

定书写．
‘

8．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标志符号和简化字均按国务院

。 批准公布的有关规定使用．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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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位于长江下游北岸，苏北平原南端，东lI缶南通，北与如

皋市、泰兴市毗邻，南与苏、锡、常地区一衣带水，隔江可望张家港

市、江阴市。

靖江始建于明朝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其前乃为江中一沙

洲．现域面积673平方公里，人口63．87万人(1989年底)．境内河

道纵横，公路辐辏，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人烟稠密，经济发达，文化

。繁荣．是长江黄金水道旁一颗灿烂的明珠． 一

1948年初，靖江仅有裕纶纺织厂、泰来米厂等9个小规模的
7

纺织、粮油加工企业，年产值不足500万元，职工人数仅2000余

人。靖江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迅速发展．至1989

年机械、纺织、轻工、医学化工、食品加工、电子、建材等工业门类齐

全，初具规模。1989年全县县属工业企业216个，其中全民所有制

企业40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76个，县属企业职工57648人．现已

成为苏北经济发达县(市)之一． ．
，

工业的发展孕育了工人阶级及其群众组织——工会。靖江县

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建立到现在，已经走过40多

年的历程。41945年，在中共靖江县委领导下，初建工会组织，于新

四军北撤后解体。解放初，中共靖江县委再次组建工会组织，并于

1950年6月召开靖江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靖江县

’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宣告靖江县总工会正式成立．” “一二’

靖江县总工会成立后，大致经过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1950"'1957年，在全县范围内组建工会组织，发展会员，确立工人

阶级主人翁地位．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县总工会贯彻。公私

1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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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团结广大职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宣传土

改政策，参加肃清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一、。五反”运动。为巩固

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向，

全县工会组织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动职工开展以先进生产者

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工会发挥了中坚作用。工

会为党政组织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同时，工会为改善职工劳动

条件，发展生活福利事业，活跃职工文体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当时

工会组织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是工会历史上工人运动兴旺

发达的时期之一．第二阶段，1958-"1965年，县总工会组织职工投

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等群众运动．促进了经济发展．1958年在

鼻工会消亡论”的影响下。工会工作曾经发生过曲折，但在中共中央

正确领导下，澄清了思想理论上的是非，很快扭转了工作中一度出

现的混乱现象。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工会引导职工学习毛泽东著

作，发动老工人回忆对比，提高了阶级觉悟；在中共的领导下，广大

职工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努力增产节约，渡过了暂时困难，为顺利

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会组织和

工会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县总工会主要负责人被调出，工会干部或

上。五七”干校，或下放，工代会一度取代工会组织，工会工作基本

停顿。第三个阶段，1973"-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73

年上半年全县基层工会组织相继恢复，同年9月召开县工会第九

次代表大会，恢复了县总工会，工会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以

后，工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工会十大

制订的新时期工会工作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对职工

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广泛开展为四化立功的社会主

义劳动竞赛，积极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企业民主管理，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提高了职工队伍素质，促进了经济发展。县职工

学校于1974年恢复，县工人俱乐部于1983年6月更名为工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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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宫．第四个阶段，1984年起，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工会工．

、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县总工会先后在15个公司、局建立

了系统工会，理顺了上下关系，改变了中间脱节的状况，加强和改
。 善了对基层工会的领导l县总工会机关设立。四部一室付，即组织

部、宣传部、生产保护部、生活女工部和办公室；县总工会按全国总 ；·

工会统一部署，在全县开展了。整顿基层工会，建设职工之家一活

动，经过1984、1985年两年努力，建成合格“职工之家”220个，县

以上先进。职工之家”19个，模范。职工之家”lo个．1987年起，县

。．总工会进一步抓了工会小组建设，推广有色金属材料厂工会小组

。工作经验，开展。创合格工会小组、先进工会小组”活动，为全面活

跃工会工作奠定了基础． ，，

： 。··．
．

．。
·

靖江工会组织建立后的40年．在中共靖江县委和上级工会领

，导下，经过全县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的努力，靖江县工会组织

不断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全

，‘- 县建会初期只有基层工会15个，工会会员1884人。1989年底，建
’

有15个系统工会，305个基层工会，会员60082人．工会组织在会

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人阶级

巳成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主导力量。二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及技术革新、技术协作活动。为发．

展靖江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1989年，全县职工提出合理
‘

化建议102493条，采纳35553条，实施19542条，刨经济效益

3512万元l攻克技术难关744项，推广新技术450项，创经济效益’

1292万元．三是建立和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民 ．

主管理制度，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调动了职工群众当家作主 ，

．。 的积极性．至1989年底，全县有254个单位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

． 制度，其中有186个单位建立了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体制，

41个单位推行了由工会代表职工同广长签订。共保合同”的制度．、

职代会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推进企业改革、改善经营管理、监督
，

～

．
， ，

一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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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努力加强职工思想政治教

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尤其是1986年以来，全县各级工会充分发挥

宣传教育阵地的作用，组织职工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

对工人进行以爱共产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企业、爱岗位为主要

内容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40年间，全县有150

多人次获得市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盛定武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五是从工会组织的特点出发，关心职工生活，努力为职工说话办

事。1979年以后，县总工会在全县深入开展生活后勤一条龙竞赛，

职工食堂、医务室、幼儿园、托儿所、浴室、女工冲洗室等集体福利。

设施有了明显改善I各级工会积极参与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用工制、

度、保险制度的改革，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劳动争议调解、物价监督

等工作，较好地维护了职工的利益。1988年县职工物价监督总站

受到省总工会、省计经委、省物价局的表彰。六是工会财务工作取

得明显成绩。自1979年恢复企事业和机关行政向工会拨交经费的

制度以后，工会经费收入逐年增加。1979年县总工会经费收入9．3万

元，1989年达67．9万元，财务工作1988、1989年连续获得扬州市

总工会特等奖。经费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工会工作和工会各项事业‘

的发展。县总工会于1989年建成职工住宅楼1152平方米I至

1989年底，县总工会拥有各类房屋约6500平方米，固定资产180

力兀。 ，‘●_一 ●
‘，

40年中，靖江县的工会工作也曾遭受过严重挫折，工作中也

’出现过失误，尤其是50年代末期的“工会消亡论”和。文化大革命一

期间的“砸烂工会捧，都给工会建设和工会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

199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靖江撤县设市。1993年lo月1

日，靖江县总工会更名为靖江市总工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建立，工会工作一方面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

也为工会组织施展才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天地。全市各级工会

4 。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认真履行工会的各项社会职能，使工会成为在国家和社会生

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团体．为此，工会要积极慎重地推进自身

改革，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活力，努力实现工会的

群众化、民主化，把工会办成充满生机和活力、职工信赖的“职工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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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1919·5·-'-'199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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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八年(1919年)

5月，靖江城乡师生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

国运动。他们到商店查禁日货，集中于体育场烧毁．
F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 ，

。。6月7日，靖江各界人士集会声援上海“五卅一运动，会后学生

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市民和店员罢市。

，

． 民国34年(1945年)
● 。

‘

9月19日，在中共靖江县委的领导下，成立靖江城区总工会．

选举戴松宝、顾国坤为正副会长，肖文波等5人为委员。下属基层

工会有店员工会、裕纶纱厂工会、布厂工会。

· 1949年 ．

． 3月，靖城解放后，中共靖江县委成立城市工作组，内设职工

科．同时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叶瑞生，组员刘友庆、汤幸生、

’吴美堂、陈锦章、陆美珍等．． ．

、

12月，苏北行署泰州专员公署12月26日发布关于动员海船

海员支前的通令决定，靖江县负责动员海船6只、海员70人、随船

预备海员25人。该任务由县工会召开海员工人大会进行动员和组

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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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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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县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城隍庙(今大会堂)召开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第一届工会委员会，成立靖江县总工
’

。

会，孙普当选为总工会主席。，。’ 1：一：·一：‘‘‘，
’

．

‘

8月，全县职工购买公债3405元． ．i ：，‘：

t
．

√

7、 ， j
‘

，·
1951年 ，

一

‘

，

．

j

一 ’3月，中国海员工会新港委员会成立，主席顾荣生：’下辖海员
‘

委员会、民船委员会、轮驳委员会．会员包括靖(江)泰(兴)两县的 一

海员．
’

j ．：．‘一
， ·．”’’。：：’

·

‘

， ’5月1日，城区职工群众手执劳动工具上街游行，抗议美帝国+

主义侵略朝鲜。 。j：
‘‘

，．·

6月15日，靖江县店员工会成立．主席汤幸生、副主席陈兴、 、

邦，秘书吉时安．
‘，

． ，

。
7’

‘

·

7月，靖江县教育工会成立。主席吴美堂、副主席钱汉如。有会
， 员859人． ·

．’

‘
，．‘·

：

．‘ “7月下旬，县工会在私营裕纶纱厂实行劳动保险试点0该厂是

全县率先实行劳动保险的厂家．7 ：、 ， +．j。，：一．

：8月17"-'21日，靖江县第一届工业劳模大会召开。正式代表

45人，列席代表25人。、刘荣成、陈阿毛、史荣初、顾忠怀、丁云巧、。
．’ 周金保、高文珍、赵淇元、苏金堂、陈四荣、侯鹤标、张振瑞等12人

4，被批准为县劳模．同时确定刘荣成、陈阿毛、顾忠怀、苏金堂、陈四
+

荣、赵淇元6人为靖江县出席苏北首届劳模大会的正式代表． ；，

，‘

’

10月，工会动员职工群众救济皖北灾胞．。全县捐献棉夹衣、，

4435套，鞋、袜、帽684件，捐款592．08元，捐大米198公斤．
·

’． 12月26日，县工人俱乐部对外开放。建筑面积733．5平方

米．
‘

。， 一⋯ ·：‘ 毛j j．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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