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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浩荡，奋斗成就辉煌。

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成长在祖国大建设发展征程，奋进在改革开放的

历史新时期——1949年5月1日至今，洛阳市总工会已走过70年历程。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伴随洛阳发展的步

伐，洛阳工会团结带领百万职工投身经济建设，奋勇展现工人阶级主力军风采。

70年忠诚于党，70年服务职工。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洛阳

工会紧盯党政所需、职工所盼、工会所能的领域，奋力谱写工运事业壮丽篇章。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如同春雷唤醒大地，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进行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激荡起一个民族生机
勃勃的复兴气象。正是在这一年，洛阳市的工会工作经过
整顿，得到全面恢复。

四个现代化建设迫切呼唤着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四有”职工队伍。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纪
律严明的工人阶级劳动大军刻不容缓！

1979年至1982年，洛阳各级工会组织紧紧围绕中央
提出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
安定”的方针，组织职工开展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
帮后进”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涌现出大批劳模先进人物，有
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84 年至 1985 年，全市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根据
企业改革的形势需要，采取同工种、小指标、百分计奖等
灵活多样的方法，紧密与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相
结合，突破了旧框框的束缚，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1989年，全市各级工会广泛开展了以“双增双节”为主
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创新竞赛形式，拓宽竞赛领域，“双增双
节”活动整体效益达1.5亿元。截至当年年底，全市有1066
个基层单位，34万多名职工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劳动竞赛，提
出合理化建议11万多条，创造价值5000万元。

全市职工群众学习文化、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岗位练
兵、技术比武热火朝天，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生
产纪录一次又一次地刷新，工人群众中忘我劳动、无私奉
献的动人事迹不断涌现……

赵春娥，洛阳老集煤场一名普通女工。她热爱岗位，
工作从不惜力，生病住院期间还偷空跑回煤场上班。她珍
惜国家财产，长年坚持把煤场装卸运输时掉下的煤都一点
一点扫起来，累计达21吨。她乐于助人，常年利用下班时
间，给辖区的五保户、困难户、军烈属送煤。她的事迹经媒
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发出了《向赵
春娥同志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职工队
伍》文件，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作出向赵春娥学习的决
定。1996年，在第二届“中国雷锋”评选中，赵春娥同孔繁森、
蒋筑英、邓稼先等10人一起入选。

劳动竞赛从“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从“生产型”向
“效益型”转变，从“传统型”向“创新型”转变，从二产到三
产，激发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新活力。洛阳浮法玻
璃、大阳摩托车、酒祖杜康等知名产品纷纷问世，小浪底水
利枢纽落成让洛阳有了“北国山水好风光”，牡丹花会从一
个“城市节会”逐渐升级为“国家级节会”——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

20世纪90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洛
阳的企业也没有在困难中沉沦，而是奋发图强。洛阳提
出了“工业强市”“1648 工程”，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实施以机械加工、石油加工、冶金建材、轻纺食品四
大支柱产业为基础，以洛玻集团等 16 户企业为重点，选
择48个项目积极实施改造升级，工业在洛阳国民经济发
展中仍是中坚力量。在此过程中，洛阳市总工会始终把
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整体利益作为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
的前提，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为
推动洛阳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东方风来满城春3

2017年，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我国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
工作。要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勇于担当、
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开创新时代我国工运事
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70年来，洛阳工会经历了“恢
复、整顿、提高、创新”四个发展阶段，工会组织覆盖面日益
扩大，凝聚力不断增强。截至2018年，洛阳市共有工会组
织17210个，工会会员1221316人；建设“职工之家”8199
个，其中，国家级“模范职工之家”52个、省级“模范职工之
家”172个。全市共评选表彰市级以上劳动模范3015人。
其中，全国劳动模范97人、河南省劳动模范743人、部级劳
动模范75人、洛阳市劳动模范2100人。评选表彰各级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4829人。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88人、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598人、洛阳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4143人。评选表彰各级工匠141人。其
中，“中原大工匠”6人、“河洛大工匠”20人、“河洛工匠”115
人。2018年，洛阳市总工会荣获河南省工会工作先进集
体、河南省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先进单位、河南省劳模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先进单位，并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各项工
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职工力量。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各项战略部署，持续开展“百名劳模大工匠·千场大
宣讲”活动，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在主流媒体开设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先进人
物宣传专栏，引导更多职工走近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
模。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成功举办“洛阳市首
届职工文化艺术节”，推动职工文化建设，繁荣发展职工先
进文化，充分展示新时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精神风貌，
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奋斗新时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搭建创新创优平台，充分展现职工智慧。围绕
我市“565”现代产业体系，实施产业工人素质提升工程，
以多种形式的技术比武为抓手，大力开展职工技能培训，
提高职工参与率和受益度，鼓励职工踊跃参加技术革新、
技术攻关、发明创造等创新实践活动，激励广大职工学技
术、练本领、强素质，比贡献、创一流、促发展；加大“首席
员工”“金牌工人”“河洛工匠”“河洛大工匠”“创新能手”
等优秀创新人才的培养、选树和宣传力度，畅通职工成长
成才通道。

一大批锐意创新的能工巧匠勇攀技术之巅。第41届
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银牌得主裴先锋，烈焰炼就“火眼
金睛”的杨金安，数控设备的“贴心医生”高中汉，中国“高
铁工匠”张素丽、李万坤和张景……洛阳市总工会指导企
业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的设立及工作开展，
多家企业已经在工匠培养制度上大胆创新，实现科技攻
关、名师带徒两不误，促进了先进经验和先进工作方法的
有效推广。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
见》，联合市人社局、市企业家协会、市工商联等开展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专项调研督查。在全市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要约行动月”活动，督促企业续订、新签工资集体协商
合同。职代会制度向纵深发展，目前，全市国有、集体及
其控股企业全部建立职代会制度；1682家事业单位建立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占95%；1.6万余家非公企业建立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占建制数近90%。

——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帮扶助困关爱职工。关爱
职工，服务职工，动员社会爱心单位利用临街“窗口”建立
劳动者驿站，目前全市已建立劳动者驿站144个。2018
年冬，洛阳市总工会实施的环卫工人关爱工程引起了
中央媒体的关注，万余套防寒服发放到城区10117名环
卫工人手中。《工人日报》以《用真爱持续温暖一座城》为题
进行报道，人民网、新华网等近150家中央、省、市主流媒
体关注了洛阳的做法。成立工会帮扶中心，建立长效帮
扶机制，扶持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和再就业，资助困难职工
子女，开展“爱心助学”活动。联合市人社局等部门，制定
出台《洛阳市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实施意见》，坚
持多渠道筹集资金，全面深入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困难劳
模和农民工等群体，有效解决困难职工群众生活问题。

——深化工会改革创新，持续激发基层活力。围绕增
“三性”、去“四化”目标，根据市总改革方案，推动工会改革
向基层延伸。积极推进职工人数多、社会影响大的社会组
织建立工会，探索“八大群体”和农民工入会新途径。引导
基层工会把建会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健全组织、规范运作、科
学维权、推动发展等软实力上，进一步激发工会活力。

70 年砥砺奋进，70 载春华秋实。发展是最好的继
承，进步是最好的纪念，洛阳工会将永远跟党走，与职工
群众携手前行，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和省总工会的坚
强领导下，凝聚全市工人阶级的磅礴力量，全面深化“9+2”
工作布局，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在中原更加出彩
中谱写浓墨重彩的洛阳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洛工宣 文/图

阔步迈入新时代4
千年古都，人文荟萃，底蕴深厚。
这里是创造历史的地方，这里是诞生奇迹的地

方。
这里是兵家必争的中原重镇，也是中国工人运

动发源之地。
1921年11月5日，陇海铁路洛阳同人俱乐部在

洛阳成立，这是洛阳地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人组
织，由此拉开了洛阳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1 年 11 月 20 日，为“反虐待、争人格、光国
体”，陇海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全线
大罢工。中共中央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员前
来指导斗争，开展罢工宣传，坚持罢工条件，扩大工
人组织，维持罢工秩序，严肃罢工纪律，筹设互济机
构，发表告工、商、学各界人士通电等，经过激烈斗
争，罢工最后获得了圆满胜利。这次罢工，不仅推动
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标志着党领导的第一次
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和
深远影响的工人运动。

伴随着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的胜利,1921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
洛阳组在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段成立。同月，陇海
铁路总工会成立。中共洛阳组以洛阳为中心，在陇
海铁路沿线的开封、郑州、徐州等地发展党员，成立
党组织，发动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扩大了
共产党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洛阳很快成
为抗战前哨。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洛阳抗敌后援
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如洛阳铁路工会、洛阳
人力车联合会、洛阳邮电工会、洛阳失业工人工会
等，组织工人罢工，破坏日军运输设施、后勤补给。
1938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洛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洛八办”的建立，对洛阳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
级队伍成长壮大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工人积极响应

“党的优秀儿女到抗日前线去”的号召，毅然奔赴抗
日战场；在后方，工人作为骨干组织游击队抗击日
寇。在洛阳抗战最艰苦的 1944 年至 1945 年，为解
决抗日军民武器短缺的问题，洛阳工人在地下党的
领导下自力更生建起一个秘密造枪厂，边战斗边生
产，为赢得抗战胜利建立了卓越功绩。

浴火而生铸荣光1

1948年3月14日，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和晋冀
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首克洛阳。4月5日，陈谢兵团
经过7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再克洛阳，洛阳宣告解放。

1949年5月1日，洛阳市总工会成立，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老城礼堂召开。它的成立，标志着洛
阳工人有了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和工会领导机关。从
此，洛阳工人运动进入了团结、统一的新阶段。

1953 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洛阳成
为全国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156项重点
工程中，洛阳占了7项。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矿
山机械厂、洛阳轴承厂、河南柴油机厂等“共和国长
子”纷纷落户洛阳，第一台履带拖拉机、第一台大型
提升机、第一台压路机……相继在这里诞生。洛阳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工业摇篮，“洛阳制造”红遍
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在那个火热的大建设时期，洛阳工会把工厂生
产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广泛组织工人学知识、钻技
术、提建议、找窍门、挖潜力、比干劲、作贡献，掀起了
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在第一拖拉机制造厂，1958 年 7 月 20 日
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诞生，罗福来学习小组与建设
者们52天建起了总装厂房，苦战27天让第一批拖拉
机开下了生产线。

——焦裕禄赴兰考前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9
年，他刻苦地钻研技术，带领工人在设备不全、技术
落后、经验不足的条件下，吃住在车间，刻苦攻关，制
造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

——洛阳轴承厂职工创造的管道新工艺，当年
节约资金 3 万多元；洛阳矿山机械厂一名职工发明
的快速除锈法，提高除锈工作功效60倍……

经过洛阳工人阶级的艰苦创业、努力奋斗，至
1957 年，洛阳各大厂全部实现三通（通电、通热、通
气），土建工程提前结束，洛阳市工业年度计划完成
101.13%，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前 4 年实际完成
数的 77.1%，累计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在洛阳
建设投资的 107.22%，占第一批新建厂总投资的
60.71%，标志着古老的洛阳已成为一座新兴的重工
业城市。

1953 年至 1957 年，洛阳市共涌现出先进集体
2939 个，先进生产者 14540 名，先进工作者 11081
名。其中，市级劳动模范100名，出席全国先进生产
者代表会议代表17名，出席省劳动模范及先进生产
者代表会议代表118名。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洛阳创
业创新的工业精神，激励着洛阳人民进入了新中国
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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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再出发不忘初心再出发 建功立业新时代建功立业新时代
——庆祝洛阳市总工会成立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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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为洛阳工会部分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