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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                                                 
关于工会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 覃伟津 黄 坤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根据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对做好工会工作、更好

发挥工会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他强调工会工作的重要性，指出领导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会，

建设新中国也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强调工会工作的政治性，指出“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要求通过在工会中建立党组等形式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要求工会要自觉并善于取得党的领导；强调

工会要保持先进性，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要把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政治素养摆在重要位置，

要努力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生产技能，使其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为“工会是工人群众性的组

织”，指出工会的基础在工人群众，要站稳群众立场，努力为工人群众谋福祉。刘少奇的这些认识和思考，

为我国工会工作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也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做好工会工作提供了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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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长期负责工会工

作，并连续两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

主席。这一时期，刘少奇根据形势变化，紧紧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对如

何做好工会工作、更好发挥工会作用，进行了

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认识和

思考，为推动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蓬勃发展提

供了重要指导。

一、重要性：“工会工作是很重要的”

1949 年，《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

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作出明确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

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专政。”［1］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

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贯彻工人

阶级的领导地位，赢得工人阶级的衷心拥护，

必须做好工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

［1］《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39 页。　

明确把工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工会工

作是很重要的”［2］，“不要看作是可有可无的

事”［3］。

第一，领导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会。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党的工

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必须用

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

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

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同时争取团结其他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4］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的发言，重点谈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他指出，“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

并就如何做好城市工作提出了明确意见。在谈

到管理城市“依靠谁、做什么”这个问题时，

刘少奇强调，必须努力“依靠工人，发展生产”。

他一方面明确指出，“工人是必须依靠的”，

［2］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79 页。　

［3］《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8 页。　

［4］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第 332-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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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

人阶级完全可靠”。他认为，工人是否可靠，

主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如我们疏忽，

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1］他指出，

要使工人阶级靠得住，就需要重点做好保障工

人生活水平、教育工人、组织工人这三项工作。

其中，后面两项与工会工作密切相关。教育群众，

提高工人政治觉悟，这是思想上的统一；发展

工会、组织工人，“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

这是行动上的凝聚。他强调，“全国产业工人

有几百万，连手工业工人在内则有千万”，“可

以组织几个大企业的全国性的工会，如铁路总

工会等”，“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

生活有了保障，思想有了提高，组织上有了工

会作为保障，工人就“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

“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

高生产，撑我们的腰”。［2］

会后，刘少奇先后到北平、天津等地宣介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结合新的形势和任

务，就发挥工会作用、做好城市工作提出了许

多创新性思考。1949 年 4 月 3 日，刘少奇在对

北平市工作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城市人民主

要的组织形式是工会”；“目前北平的群众工作，

首先应是工人工作，工会工作”；“工会不应该小，

而应该大，这样才有力量”；“工会要联系工

人，要系统地有条理地把北平全市工人组织起

来”。［3］至于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做好工会工作，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提高工会在群众中的信仰，

很有必要。你们怎么去依靠工人阶级呢？依靠

工人阶级就是依靠总工会、分工会和各级工会

在群众中的信仰。工会要团结全体工人在我们

党的周围。工会联系广大群众，就是我们党、

我们政府联系广大群众。”［4］这就明确了工会

作为党和工人群众联系纽带的重要作用。为了

使工会真正发展壮大，刘少奇还根据当时的形

势提出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即“凡属出卖劳动

［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19-421 页。

［2］《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423-425 页。　

［3］《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4-328 页。　

［4］《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7-328 页。　

力靠工资或薪水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体力与脑力

劳动者，都可加入工会”，这样就能团结起最

广大的工人群众。［5］在刘少奇看来，如果把全

国工人通过工会组织起来，那么就等于组织了

城市人民的大多数，就能为做好城市工作汇聚

磅礴力量。7 月 23 日，在刘少奇的关心关怀下，

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在

一年左右基本上把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而负

起领导政权建设、经济建设责任”［6］的历史任

务，为进一步发挥工会在做好城市工作中的作

用，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实践要求。

第二，建设新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工会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建设一个

新世界”［7］的伟大历史进程。如何迅速荡涤旧

世界的污泥浊水，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

建设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中国，成为

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为了回答

好这一时代课题，“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

团结起来”［8］，共同奋斗。工人阶级，作为新

中国的领导阶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

业化进程的推进，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

此相适应，工会工作的职能任务等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1949 年 11 月，刘少奇在中国劳动协会

代表会议上指出，“工会工作做好了，不仅对

工人有利，对生产有利，而且对全国政治有很

大的影响”［9］。形势的转变决定了党必须紧紧

依靠工人，把全国工人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

并把工会这一组织形式发展好利用好，以更好

团结和发挥工人的力量。

1951 年 2 月，刘少奇在全总扩大的常委会

上的讲话中，从全国工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对

［5］《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8 页。　

［6］ 新华社社论：《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庆祝

全国工会工作会议胜利闭幕》，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

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45.9-1949.9）》，

工人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01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9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70 页。　

［9］《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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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他指出，根

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在工会中应强调集中”，“应

强调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中国工人阶级

过去向来没有一个统一集中的领导，今天能统

一集中起来，是一个进步，我们不要反对这种

进步”，“全总应多开一些全国性的代表大会”，

“如果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开了全国会议，就

会引导工人有整体观念”，就能把全国的工人

凝聚和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贡

献。为此，他强调，工会要根据新的形势明确

自身的立场和职能定位，一方面要做好工人利

益的代言者，另一方面要从发展生产维护团结

的大局出发，处理好与厂长、党、青年团等的

关系。此外，他还就实行工会法、鼓励工会多

提意见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指导。［1］刘少奇的这

些指导，针对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会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体现了他对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好工会、更好发挥工会

作用的思考和探索。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工

会的努力下，全国工会组织蓬勃发展，工人得

以迅速组织起来。据统计，从 1949 年底至 1952

年底，全国建立了 3 个大行政区总工会，2 个全

总办事处，47 个直属大行政区省（市）总工会，

176 个省属市工会，16 个全国性产业工会领导

机构，168 个县工会和 173 个专区工会办事处，

全国工会会员由 370 万人发展到 1002.3 万人，

主要大中城市和产业的工人有 90% 以上都参加

了工会，工会基层组织发展到 20.7 万，有专职

工会干部 5.3 万人，工会积极分子 132 万人。［2］

1953 年，我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5 月，刘少奇在中国

工会七大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祖国现正开

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向我们提出了新

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

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为了完

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的目的，我们必须尽最大

的努力充分地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1］《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5 页。

［2］ 参见王渔、李双寿、尚鸿志等主编《当代中国工人

阶级和工会运动纪事（1949-1988）》，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61 页。　

造性，为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的经济计划而奋

斗！”［3］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

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等重要文件，

为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把中国

建设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4］

指明了目标任务。1956 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

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建设。9 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指

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

群众的团结”。而要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就

必须重视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妇女组织等

各种群众组织的纽带作用。他强调：“我国工

会组织现在已经拥有一千二百万会员，它在国

家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要“通过工会

工作把我国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

有觉悟的、有文化技术的阶级，使广大的工人

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5］，在党的领导

下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团结奋斗。

二、政治性：“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

作的领导”                       

政治性是工会的灵魂所在，也是做好工会

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工会的全面领导，

是工会工作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刘少奇认为，

“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6］。做好工

会工作，必须时刻牢记政治性这个第一属性，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如果丢弃政治性这个属性，

离开党的领导，工会工作就会失去方向和力量。

第一，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这是第

一位的。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首先是指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以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工会工作的行动指南。这一

点，也是刘少奇指导工会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

早在 1924 年秋，刘少奇在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委

［3］《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11 页。

［4］《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14 页。　

［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3-274 页。　

［6］《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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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长时，为了指导安源工人运动，加强党对工

会工作的领导，决定由安源地方的党、团合办

党校，通过党校授课的形式，对工会工作进行

教育和指导。1926 年 10 月，刘少奇到武汉筹建

全总汉口办事处，并担任办事处秘书长，以领

导武汉工人运动。在此期间，他编写了《工会

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

三本小册子，以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其中就

有加强党的领导方面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执

政，刘少奇更加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

出，“各级党组织应该加强对于工会工作的领导，

使工会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并

且通过工会而使党和自己的阶级密切地联系起

来”［1］。在干部配备上，也应该派“最强的干

部去搞工会”［2］。1950 年 8 月，刘少奇对工会

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工会工作是目前我

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批评一些地方“党委

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3］他要求各级

党委认真检讨，尽快整改，切实重视工会工作，

努力通过工会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做好发展

生产等各项工作。1951 年 2 月，刘少奇在全总

扩大常委会上指出，“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工会

的领导，党中央准备讨论这个问题，要规定地

方党委特别是城市党委一年要讨论几次工会工

作”［4］。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具体如何

实现呢？刘少奇明确指出：“党组工作的方式，

是共产党领导工会工作的基本方式。”他进一

步解释指出，“为了使工会内部的工作完全协

调起见，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采取何种方式去领

导工会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工人阶

级的群众组织——工会是应该在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斗争的”；党“经

过自己加入工会的党员建立党组去实现自己对

［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8 页。　

［2］《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79 页。　

［3］《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6 年版，第 258 页。　

［4］《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8 页。　

于工会的领导”。［5］为此，“各级党委必须在

各级地方工会联合会中建立党组，直接受当地

党委的领导”［6］；“各级工会均应有党组，基

层组织也应有党组，产业工会地方委员会也应

成立党组”［7］；“各地工会组织中的党组应由

当地党委适当地加以建立与加强，并完全在各

地党委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各级党委应指示

工会组织中的一切党员，要他们特别注意促进

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在地方

范围内的相互团结”［8］。

第二，工会要积极主动，“善于取得党的

领导”。做好工会工作，必须要正确理解党与

工会组织的关系。从构成上看，工会是一个群

众性组织，在组织关系上，它是党联系群众的

中间组织。刘少奇强调，“我们在政治上要求

群众团体接受我们的领导”［9］，工会要积极地、

主动地争取党的领导，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努

力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并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

教育，以达到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的目的。在刘

少奇看来，这种贯彻执行不是单向的，而是双

向的，一方面要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通过在工会中建立党组、配备党员干部等增强

党在工会组织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工会也

要自觉主动向党看齐，积极接受党的领导。这

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干部。1951 年 2 月，刘

少奇在全总扩大常委会上对工会干部说，“工

会干部要善于取得党的领导，你们中多半是党

员，你们代表党在工会中工作，要取得党对于

你们的领导。每个党委应有一个负责同志来管

工会工作，你们应向党委作报告”［10］。由此可

见，工会作为连接党与工人群众的中间组织，

必须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做好党的意志的贯

彻执行者，积极主动接受党的领导，特别是要

通过工会的党组、干部，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

［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644 页。　

［6］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 册，第 644 页。　

［7］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8 页。

［8］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 册，第 644 页。

［9］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201 页。　

［10］《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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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人群众，同时认真听取吸纳工人群众意见，

团结凝聚群众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努力奋斗。

三、先进性：“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

先进性是工会组织的永恒追求，也是工会

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所谓工会工作的先进性，

就是工会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保持进取精神，

教育引导工人群众听共产党话，跟先锋队走，

争做思想的引领者和行动的先行者。教育和培

训，是工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刘少奇明

确强调，“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1］，要努力

强化针对工人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政治觉

悟，同时要加强工人的技能和业务培训，使他

们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格建设者。

第一，通过教育提高工人的思想政治觉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指导工人运动和工会工

作中，刘少奇一贯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新中

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从被剥削和压迫的阶级一

跃而转变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为了使广大工人

群众适应这一巨大转变，工会必须把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工人的政治

觉悟。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上，刘少奇就明确提出了工人的教育问题。他

指出，“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不

管是职员、工人，均应加以教育，着重的是政

治教育”。［2］4 月，刘少奇在对北平市工作干

部的讲话中强调，“工人运动必须与马克思主

义相结合，采取一切可能方法与机会，进行教

育”，要通过“搞广播，办夜校，做演讲，在

报纸上写文章”等方式开展“广泛深入的教育”，

要培养大批“懂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当

教员”，对工人群众进行唯物史观、党的政策

等方面的教育。［3］5 月，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

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

中指出，工会“要广泛普遍的进行政治教育”，

通过与学校联合举办工人训练班，从工人队伍

中“培养大批顾大局识大体有能力的工人，到

［1］《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5 页。　

［2］《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422-423 页。　

［3］《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9 页。　

政府中去，负起更大的任务”。［4］新中国成立

后，为了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建设新中国，刘少

奇又多次强调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性。1953 年 5 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对工人群众加强共

产主义的教育，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使

他们认识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

利益的一致性”［5］，从而增强主人翁意识，提

高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

成立初期，全国工厂普遍开展了学习教育运动，

通过学习马列理论和党的政策，广大职工的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建设新中国的创业热情和生

产积极性得到明显提高。

第二，通过培训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生

产技能。不断提高生产技能，是工人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的基础，也是工

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对工人加以培训教育

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就强调

要通过“组织劳动竞赛，提高劳动效率，减少

成本”来“使工人对工厂真正负起责任”。［6］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

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的计划。刘少奇认为，工人阶级要按照这个计

划做好各方面准备，以充分的热情投入到建设

事业中去；工会要把提高工人的科学文化水平

和业务技能作为重要工作，努力在工人队伍中

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才，以服务于国

家的经济建设。他指出，“工会要配合各方面

加以准备，把毛主席所说的三年准备，十年建

设告诉工人，三年准备后，迎接大规模的经济

建设，用以发动工人的热情”［7］。至于准备什

么，刘少奇进一步补充指出，重点是准备进行

经济建设所需的文化和生产技能。在他看来，“进

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文化低不行，工人要提

高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技术，目前技术工

人太少，在两年内还要培养一些”［8］。1953 年，

［4］《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80-381 页。　

［5］《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12 页。　

［6］《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5 页。　

［7］《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88 页。　

［8］《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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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关于工会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在我国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发展基础上，党提

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奋斗目标。5 月，刘

少奇在中国工会七大上指出，“我们必须使我

们的国家逐步地成为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业

国”，而“这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特

别有赖于中国工人阶级作更有组织和更高觉悟

的斗争”。为此，他要求工会“要很好地实事

求是地去组织工人群众的劳动竞赛，及时地发

现和认真地研究一切新的先进的经验与合理化

建议，特别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并且实事

求是地去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

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加紧训练日益增多的

新工人，并使老工人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新工

人，帮助新工人”。［1］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级工

会的组织推动下，我国工业领域开展了一轮又

一轮的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工人的生产

积极性和业务技能得到大幅提高，涌现出了一

大批劳动模范，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进程。

四、群众性：“工会是工人群众性的

组织”

群众性是工会组织的根基所在，也是做好

工会工作的力量源泉。离开了群众性，工会就

会丧失发展的根基，就容易走向官僚化、空壳化。

只有坚持群众性，工会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工人

群众发动起来、凝聚起来。因此，刘少奇认为，

“工会是工人群众性的组织”［2］，“工会不能

丧失自己代表群众的立场”［3］。

第一，工会的基础和根基在工人群众。在

指导工人运动中，刘少奇始终坚守工会的群众

立场。在他看来，“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

关”［4］，其成员是由广大工人群众组成的，目

的和宗旨是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如果丢弃了

［1］《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11-412 页。　

［2］《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2 页。　

［3］ 中国工运学院《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编辑组编

《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81 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6 页。　

工会的群众性，那么工会便失去了根基，丧失

了存在的意义。在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时，刘少

奇就认识到了群众基础对于工会的重要性。他

在 1926 年 12 月撰写的《工会代表会》小册子

中指出，一个工会，如果没有工人群众，那么

“这个工会就不能接近群众，就不是工人的工

会，就变成了少数领袖的工会”［5］。倘若工人

群众与工会有了隔膜，工会的团结就不坚固了，

也就没有任何代表性，更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领导工会工作中继续

坚 持 并 践 行 群 众 路 线。1951 年， 他 在 谈 到 国

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等问

题时指出，工会是群众性组织，“没有群众参

加的工会，或群众对工会表示冷淡，没有热情

和积极性，那也就要失去工会应有的基本的作

用”［6］。因此，刘少奇尤其注重在工会工作中

践行群众路线，他要求“在工会中工作的一切

共产党员，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7］。

只有这种关心，才能把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

工会和党的周围，并取得工人群众对工会和党

的信仰。

第二，工会要切实为工人群众谋福祉。既

然工会的根基和力量在工人群众，那么工会就

要真切地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切实为工人群

众谋福祉。在这一点上，工会的立场要非常坚

定、态度要非常明确、行动要非常自觉。新中

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就指出，在城市工作中，

工会要注重工人的福利，“要适当地解决工人

的要求”，“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当的、可能

解决的、当前的切身要求，工会应该负责地和

工厂商量加以解决”，“如果工人的要求不正

当或者不可能解决，应负责地向工人解释，进

行教育”。他还批评在当时工作中存在的擅自

取消工人福利等偏差，要求及时纠正，并“用

协商的办法”，“按系统去解决工人要求”。［8］

这些指导，为工会坚定工人群众立场、维护好

工人利益提出了明确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刘

［5］《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7 页。　

［6］《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07 页。

［7］《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08 页。　

［8］《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24-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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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在强调工会要注重激发工人生产积极性的

同时，也强调工会要站稳群众立场，努力为工

人说话，为工人群众谋求权益和福祉。1951 年

2 月，他在全总扩大常委会上指出，工会是工人

群众的代表，要注意代表工人群众讲话，而“不

能为资本家讲话”，否则“就是丧失工会的立

场，丧失无产阶级的立场”。他进一步指出，

在工厂中，工会要做的应该是“厂长讲的，工

会不要讲。资本家要讲的话，工会也不要讲”，

这样才能站稳立场，才能真正代表工人群众的

利益。［1］1953 年，他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再次强调，为了团结广大工人群众为

实现工业化而奋斗，“我们还必须经常地、密

切地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在增加生产的

基础上，按照必要与可能逐步改善工人的物质

与文化生活和工人的工作条件”。他明确指出：

“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

化福利，并使我们国家不致受到外国帝国主义

的侵略，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工业以及其他一

切措施的最后目的。”［2］

［1］《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392-393 页。

［2］《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 412 页。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着眼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基于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对工会工

作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指导。

他突出强调工会工作对于做好城市工作和推动

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要在工作

中始终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要

提高工人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并要求

工会要注意保护工人权益，站稳群众立场，努

力为工人群众谋福祉。这些认识和指导，源于

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深刻思考，为我国工会工作的蓬勃发展提

供了科学指导，也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做

好工会工作提供了深刻启示。

〔覃伟津，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黄坤，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广东广州 5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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