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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是随着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队伍

的形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9世纪80年代末，黑龙江地区出现了第一批具有近代工人阶级特征的产

业工人，即漠河金矿工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沙俄根据1896年与清政府签

订的<中俄密约>等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和经营铁路的特权，修成

中东铁路，并将其投入运营。黑龙江地区开始出现新的城市，一些城市的规模逐

渐扩大，经济和商业活动日趋活跃，产业工人、职员和手工业工人数量增加。到

1920年，全地区产业工人已达到5万人，其中在俄、日等外国资本企业就业的约

2万人，其余分散在华人资本企业中。

黑龙江地区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初即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同俄国工人共

同开展反对沙俄等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o 1906年，以俄国

革命工人为主的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成立，有大批中国铁路工人加入联合会。

1908年，中东路中国工人和哈尔滨市各界工人群众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政治大罢工，显示出黑龙江地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史

上写下了光辉一页。1918年到1919年，中东铁路工人举行3次全路大罢工，反

对继续控制中东路的沙俄残余势力，要求政治经济上的合法地位和民主平等，形

成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斗争中，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工人发起成立三

十六棚工业维持会，成为黑龙江地区中国工人最早的工会组织o

192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干部到黑龙江考察工人运动，传播马列主

义，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建立工会组织。铁路员工、海员、成衣工人、车夫、洋

行职员等工会于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组织大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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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1929年10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工作重点移向产

业工人。许多著名共产党人都深入基层，发动职工斗争，并制订了秘密工会(赤

色工会)章程。1929年，导致中苏武装冲突的中东路事件发生，是年底<中苏伯

力会议草约>签订。不久，共产党人刘少奇、李梅五、郭隆真等组织中东铁路失业

工人复工斗争，建立三十六棚铁路工厂委员会。在这一斗争的影响下，哈尔滨制

鞋工人以及烟厂、铁厂、火锯厂、制粉厂、油坊和秋林公司工人相继罢工，成立赤

色工会。在此基础上，中共哈尔滨市委于1931年5月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成立

哈尔滨总工会。黑龙江地区工人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加

紧对黑龙江地区进行掠夺，铁路、交通运输、邮电、林业、矿山、机械、电力、化学、

纺织等工厂企业的规模逐步扩大，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殖民地经济畸型发展。

到1942年前后，黑龙江地区的产业工人队伍较1931年“九·一八”之前有较大增

长，总人数达到50万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残暴统治和奴役下，黑

龙江工人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黑龙江工人和

各界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各地工人群众普遍举行罢

工和示威游行，援助抗日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4月，在中共满洲

省委领导下，哈尔滨电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抗日伪当局的奴役和压迫。这一斗

争震惊中外反动势力。同年5月，在黑龙江地区工人运动逐步发展、赤色工会力

量壮大的形势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满洲总工会筹备处。哈

尔滨总工会也进行改组。在满总筹备处的组织发动下，黑龙江赤色工会发展会

员数百人。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哈尔滨电业、皮鞋工会遭到破

坏。哈尔滨总工会和满洲总工会筹备处也相继被日伪破坏。1937年4月中共哈

尔滨特委再次遭到破坏以后，黑龙江地区城市工会组织从上层到基层几乎全被

破坏，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力量。1943年，中国共产党从关内抗日根据地派干部

秘密进入黑龙江地区城市，重新集结工人力量，恢复了党和工会组织o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面对着遭到日本侵略者严重破坏的工厂矿

山，黑龙江地区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努力恢复和发

展生产。工厂企业普遍建立工会。

黑龙江、嫩江、松江、合江四省和哈尔滨市以及哈尔滨、牡丹江、西满铁路局

相继建立职工总会。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动员全体职工，发展生产，支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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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战争，解放全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地区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进入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

从1949年10月起，黑龙江、松江省职工联合会，贯彻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所确定的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中心的工人运动方针，带领两省广大职工坚

持开展劳动竞赛，加强班组建设o 1949年末两省职工开展创造生产新纪录运

动，1950年11月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1951年7月开展增产节约竞赛，1953

年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都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产品产量

质量的提高，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企业管理方面，各国营、公营和私营企业

普遍试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吸收职工代表参加企业民主管

理，讨论决定生产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大力实行工会和企业行政签订集

体合同，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提高职工劳动保险事业水平和福利待遇。

1954年8月，黑龙江、松江省合并，两省工会组成新的省工会联合会。在大

规模经济建设中，黑龙江省各级工会组织教育、团结广大职工，巩固和发展工会

组织，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加强职工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维护职工利益、搞好职工福

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工会工作进入兴旺发达的时期o

1956年1月，省工会根据全国总工会关于动员全国职工提前完成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决议，发动全省职工，争取在4年内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o 2月，哈尔

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铣工苏广铭等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成为

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先进生产者的典型代表。为带动广大职工学习和推广先进

经验，省工会决定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全面提高企业生

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这一竞赛收到巨大成效。1956年全省共推广先进

经验4 051种，涌现出各行各业的先进生产者13万人，全省工业总产值(不包括

林业)比1955年增长18．3％。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全省各级工会大力组

织职工群众进行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全省职工一年中共提出合理化建议

10万多件，其中一半被采纳，创造价值l 489万元o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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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以庆华工具厂、建华机械厂为主体的几个基层企业职工在改进

企业管理和领导作风的试点中，创造了“两参一改”的新经验。这是通过工人参

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来实现企业民主管理的一次重

大实践活动。全省工交企业推广这一经验，促进了企业的民主管理，进一步增强

职工群众生产热情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性。

1959年2月，省职工联合会改称省总工会。遵照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和黑

龙江省委的指示，省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①，讨论城市人民公社建立

后工会组织的体制问题，提出“县级工会将首先自然消亡，由人民公社逐步取代”

的错误主张，使全省工会组织建设受到挫折和削弱。省工会合并机构，精简编

制，由担任重要社会职能向单一从事调查研究方向转变。直到1960年中共中央

决定恢复全国总工会和地方工会体制之后，全省各级工会才又回到以做好群众

生产、生活、宣传教育工作为主要职能的体制上。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全

省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调整工业结构，压缩下放职工。1961

年全省职工总数为295．1万人，比1960年的364．8万人减少19．1％。此后数年，

职工总数继续呈缓慢下降趋势，1965年仅有257．1万人，为1960年的70．5％。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困难面前，全省各级工会按照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重

点抓好职工生活工作。1961年和1962年，省总工会召开3次全省工会和城市职

工生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办好互助储金会，开展群众性互助活动，加强职工困

难补助工作，为职工解决实际生活困难。1962年秋，全省调整职工粮食定量，并

拿出200万斤面粉补助生产一线职工；1963年第一季度，全省共补助困难职工

3 389万元，补助面约占职工总数的10％，物资补助面约占职工总数的30％。

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后，全省各级工会又及时动员职工群

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起群众性的创“五好”企业、班组和个人的活动。全

省职工还以大庆石油工人杰出代表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学习大庆经验，开展“工

业学大庆”运动。与此同时，职工业余文化技术教育也从1960年以后的整顿中

逐渐走向正轨o 1965年底，全省从职工业余学校毕业的学员达到13．7万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会组织受到冲击。1967年2月，省总工会和

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被造反派接管，原工会领导人被迫停止工作，工会组织停止活

动。

①省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57年10月底召开，主要议题足检查工会干部对工会方针任务认识上的问题。
第二次扩大会议于1958年9月召开，主要议题是按照全总指示，批判原全总主要负责人在执行工人运动方针上的问题。

· 6·



概述

1968年12月，在工会组织被“砸烂”后，黑龙江省召开革命工人首届代表大

会，通过章程，选举省工代会委员会。1972年8月，省工代会解散o 1973年1月，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恢复群众组织的指示精神，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筹备

恢复省工会的组织机构，并在全省各级党委领导下，整顿恢复各地的工会组织。

1973年6月，省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省总工会

第三届委员会，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至此已完全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工人运动一度偏离正确方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又步入了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对工人运动的指示和工会工作新方针，新时期黑

龙江省总工会确定的全省工会工作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维护全国人民全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职工群

众的具体利益，增强基层工会的活力，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努力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1979年起，全省各级工会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动员广大职工，广

泛深入开展“为四化立功”和“双增双节”竞赛活动，并根据新时期特点，对竞赛方

式方法进行改革，更加重视产品质量、产品开发、经营管理、科技进步和市场效

’应，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79年7月，省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有领导的职工

技术协作活动在全省范围全面展开。由省总工会牵头组织的省先进技术服务队

深入12个城市，以交流、攻关为主要形式，解决技术关键447项，实现技术革新

-3 365项，为全省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981年，全省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出现新局面。全省有70％以上的企业建立

了职工代表大会制。1982年8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发<国营工业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等条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全省企业民主管理经验交

流会上，提出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的6条标准，省总工会同省委工交政治部等部

门共同起草<关于全省目前企业民主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暂行条例>的具

体落实起到促进作用，推动职工代表大会制在全省各地不断巩固提高。1983年

6月，全省有10个市地工交、基本建设、农林、财贸等系统的基层企事业单位推

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占全部企事业单位的92％o建立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

理体制的企业已达65．4％。与此同时，全省民主评议选举企业领导干部的工作

也在各地普遍开展起来。1983年底，全省有35．6％的企业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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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8．4％的企业民主选举厂长。通过民主评议和民主选举，企业领导班子素质

有所提高，职工同干部的关系得到改善。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省职工生活福利事业进行了较大改革。1981年，

齐齐哈尔铁路局和宁安、海伦等地的基层工会和产业工会，把一部分困难补助费

用来扶持有条件的困难职工发展家庭养殖业、种植业和商业服务业，从事生产自

救。全省工会组织抓住并推广这一新鲜经验，对如何帮助生活贫困职工脱贫致

富，改革群众生活工作进行及时大胆的探讨，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

国总工会的充分肯定。从1981年到1984年，全省各级工会组织，以贷款扶贫为

主要形式，开发贫困职工家庭劳动力资源，同时创造庭院经济扶贫和基地辐射扶

贫等方式，4年间有2万名职工通过工会组织多门路、多渠道的帮助实现脱贫，

有的初步富裕起来。职工扶贫工作，密切了工会同职工群众的联系，稳定了职工

队伍，提高了工会组织在职工中的威信。

从黑龙江产业工人诞生之日起到1985年，在近百年的艰苦斗争中发展壮大

起来的黑龙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在黑龙江这块土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事业的主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黑龙江地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

迅速发展壮大。1952年，黑龙江地区松江、黑龙江两省共有职工83．1万人。经

过30余年的发展，到1985年，黑龙江省共有职工767．2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

21倍。其中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1／3以上，相当于1949年的80余倍。在职工

队伍中，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为5 322 494人，占职工总数的69．38％；集

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为2 346 385人，占职工总数的30．58％；各类合营企业单位职

工为3 1232人，占职工总数的0．40％。职工队伍中，95％以上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参加工作的。35岁以下的中青年职工占绝大多数。经过各类职工业

余学习教育，到1985年，全省152万职工补习初中文化课合格，占应补对象的

86％，107万职工补习初级技术课合格，占应补对象的87％o专业技术人才在职

工中的比例增大，1985年全省地方全民所有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70万人。

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工会组织的整顿，黑龙江工会组织建设进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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