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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慕华在鸡西煤炭工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韩敬瑜　付云燕

（黑龙江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鸡西　158100）

2021年6月21日，纪念陈慕华同志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代表党中央缅怀了陈慕华同志

光辉的一生。陈慕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国务院

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名

誉主席[1]。1946年9月，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

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铁路总局委任陈慕华为穆

棱矿特派员，负责党务工作。在穆棱矿工作期间，

陈慕华深入矿工和家属中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

策，开展反奸除霸斗争，将12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

工作制，为穆棱矿和东北地区煤炭事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2]。

一、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初步探索煤炭

工会建设的现代化运行机制

（一）缩短工时，首创矿区八小时工作制先河

鸡西矿区穆棱煤矿在未被中国共产党接收之

前，矿工们不得不忍受当时白俄矿商实行的12小时

工作制，而实际的工作时长却超过12个小时，大

约每日的工作时长都在14小时左右，这种超长的

工作时间制度已经实行超过20年。过长的工作时

间，导致矿工身体超负荷严重，再加上工作环境

差、劳动强度大、粮食供应紧张、医疗设备缺乏

等情况，工人的工作生活状态极为艰苦，这些势

必会影响到煤炭的恢复生产，对根据地建设和支

前工作也极为不利。

为保障工人权益，同时掀起支前工作热潮，陈

慕华首先提出在煤矿生产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将“八小时工作制”正式确定下

来，取缔了沿袭20多年的12小时工作制，首创了矿

区八小时工作制的先河。八小时工作制的实施，使

工人的权利得到了充分保证，同时也切实反映了工

人阶级翻身得解放的历史变革，激发和调动了广大

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为开展矿区其他各项

改革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反霸除奸，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日本战败投降后，煤矿克扣工人工资、压榨工

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广大矿工生活极为艰苦，工人

参与煤矿管理的权利更是无从体现。陈慕华到穆棱

煤矿工作之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步提高了

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首先，组织工人学政治。在积极组建总工会的

同时，陈慕华协助总工会组织矿工开展学政治、学

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各项活动，并举办多期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学习班，宣传党的政策方针，领导

工人学习党的历史、明确党的性质与宗旨，启发工

人政治觉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主动性，为顺利开展

反霸除奸斗争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其次，开展反霸除奸斗争。在启发工人觉悟、

激发工人斗志、培养工人先进分子的同时，陈慕华

争取驻当地苏军的帮助，多方合力最终扣押了“满

泰大把头”王子钦，清算了他们克扣工人财物的罪

行，并于1946年10月12日，召开斗争大会，公审镇

压恶霸、汉奸，保护了工人权益。

【摘　要】陈慕华同志在鸡西地区工作期间，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积极恢复煤炭生产、改革
封建礼制等，不仅初步探索建立鸡西煤炭行业工会的现代运行机制，为解放战争期间的能源安全提供了重
要支持和保障，也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等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在鸡西乃至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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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摧毁了“家礼教”。“家礼教”原系民

间帮会组织，该组织在设立之处时以讲义气、重友

情、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为宗旨，但在发展过程中

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穆棱煤矿处于无政府

状态下，为反动派所利用，专司造谣惑众，已成压

迫人民的反动组织。如进“家礼教”时，须缴“家

礼”费二百元；一年三大节和两大寿都要送礼；还

得给师父干活等不良习气，严重涣散工人的团结

和斗志[3]。因此，穆棱煤矿总工会成立之后，在陈

慕华带领下，彻底揭露“家礼教”的反动本质，瓦

解了“家礼教”的基础，逮捕了6名主要头目并予

以惩治，彻底摧毁穆棱煤矿欺压矿工多年的“家礼

教”，工人觉悟大大提高。

（三）建立工会组织，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

地位

1946年9月，陈慕华到达穆棱煤矿之后，积极组

建工会组织，于1946年11月25日召开第一次职工代

表大会，选出姜培功等13人组成穆棱煤矿总工会，

各井、科成立8个分会[4]。穆棱煤矿工人第一次以主

人翁的姿态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

首先，改善职工生活。日本投降前夕，穆棱煤

矿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严重威胁着职工的生活，在

工会组织建立之后，陈慕华积极组织人员到外地购

粮，并采取果断措施，动员工厂工人修复粮食加工

厂并日夜加工粮食，基本解决矿工的生存问题。之

后，她又创新地成立了职工消费合作社，由职工集

资而成，基本解决了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其次，

改善职工医疗条件。煤矿当时虽设置职工医院，但

实际上主要为白俄矿商服务。为保证矿工能享受到

较好地医疗服务，陈慕华特地选派一名大夫每天到

工人宿舍巡视就诊、送药。最后，恢复学校教育。

陈慕华在带领职工进行恢复生产的同时，十分关心

教育事业发展。为恢复学校教育，她带领职工和学

生平整操场800多平方米，逐步改善学校的教育环

境。为提高教师业务水平，陈慕华深入学校课堂，

提出改进意见，并设置教师节，慰问教师，重视教

师教书育人作用。

陈慕华通过开展缩短工时、反霸除奸、建立工

会组织等工作，不仅启发了工人觉悟，提高了工

人主人翁地位，激发了工人恢复生产的热情，而

且初步探索了煤炭行业工会的现代化运行机制，

为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现代产业工会运行积累

了宝贵经验。

二、积极恢复煤炭生产，写就鸡西煤炭支前

历史壮丽诗篇

1946年，由于国民党公然撕毁“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为东北丰厚的煤炭

矿产资源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东北成为了国共

双方争夺的焦点。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东

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事业提供战略物资保障，中国共

产党派出大量精兵强将，恢复东北地区的煤炭等战

略资源的生产。

（一）足智多谋，掌握煤矿生产主动权

陈慕华、钟毅夫妇在接管穆棱煤矿之后，将党

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工作原则，将煤矿生产的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第一，妥善处理中方与苏方之间的关系。陈慕

华巧首先将侮辱矿工、影响极为恶劣的原白俄矿长

汪洛扎耶夫撤职，将具有丰富煤矿管理工作经验的

矿务股长伯力沙阔夫提名任命为苏方矿长，充分发

挥苏侨职工参加矿山管理的积极性；其次，组织成

立侨民委员会，积极解决侨民遇到的各种困难，赢

得了苏侨职工的赞赏与信赖。

第二，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首先，积极培养

工人干部，大胆提拔业务能力强的职工担任领导职

务。对有一般民愤的旧职人员，采取团结-批评-团

结的政策，在确保其不再欺压工人的前提下予以留

任。其次，在组织管理体制上，在全国范围内首创

矿、井（科）长负责制。穆棱煤矿当时除成立煤矿

工会外，还在井口和科室设了8个分会，并将旧的

“所”、“股”体制改为矿、井(科)长负责制，一

改长期沿袭的落后领导模式，实现了由矿到基层都

有中苏双方领导，共同管理的新局面[5]。

凭着高超的智慧，陈慕华不仅团结了苏侨，维

护了中方利益，而且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将煤矿

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实现了互利

双赢。

（二）多措并举，掀起煤矿生产热潮

陈慕华到达穆棱煤矿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恢

复生产。首先，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职工进

行思想教育。鉴于广大矿工对于解放战争的重要性

认识不够重视不足、对于共产党能否战胜蒋介石心

存疑虑等情况，陈慕华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使广大职工深刻认识到解放战争的前途与每一个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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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否翻身有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矿工利益的

代表，是为广大职工谋幸福的政党，增强了坚定团

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意识和觉悟。其次，全面组织劳

动竞赛。为支援解放战争，落实东北工矿处的工作

部署，陈慕华适时地提出了“增产煤炭，一切为了

前线”这一中心任务，全面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并

召开劳模会、职代会等等，充分调动了矿工的劳动

积极性，使煤炭产量大增。穆棱煤矿的原煤产量到

1946年时为11.8万吨，是1945年产量的3倍半，1947

年达到了18.3万吨，1948年则达到了30.2万吨[5]，

既保证了百姓的民生需求，又解决了前线的急需军

需，为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修复军事装备，支援前线。陈慕华在领导穆

棱矿积极生产煤炭支前的同时，也领导职工利用矿

山机械设备修复了部分武器装备，如修复轻重机枪

百余挺、长短枪300余支、大小炮百门，造掷弹筒50

余架，零部件千余件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积极贡献，并受到牡丹江军分区司令部的表彰[5]。

三、改革封建礼制，促进鸡西妇女社会地位

提高

陈慕华接管穆棱煤矿之后，为促进妇女社会地

位的提高，实行解放思想与实际行动双管齐下，领

导了穆棱矿妇女解放热潮。

（一）解放思想，启发妇女思想觉悟

解放思想，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迪，是提高妇女

社会地位的前提与基础。首先，开办训练班，对妇

女进行思想教育。在训练班里，陈慕华既讲述妇女

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也讲述向警予、刘胡兰等

女革命烈士的英烈事迹，生动的讲述、鲜活的事

例，使穆棱煤矿的广大妇女深切地体会到到妇女对

于社会的贡献与作用，了解到妇女独立的重要性，

这为打破思想束缚，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迈出了重要

一步。其次，组织妇女参加文艺宣传。陈慕华组织

骨干妇女通过演出节目、学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既

可以发挥妇女进行革命思想传播的作用，又可以对

妇女进行深层次地思想解放，事实证明，这是促进

妇女解放卓有成效的方法。最后，组织妇女座谈

会。在1947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陈慕华组

织召开了一次妇女节座谈会，使广大妇女懂得了

“三八节”的来历，也使广大妇女的思想得到进一

步解放，进而坚定了要争取自由平等、做时代的开

路先锋等信念。据陈慕华培养的第一批老人国秀勤

同志回忆说，由于以陈慕华为榜样，所以工作起来

就处处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她参加工作一年多就

在五一劳动节到来时，被评上矿七名劳模之一、到

矿长办公室授奖了[6]。

（二）率先垂范，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煤矿生产的传统观念中，历来禁止妇女从事

煤矿工作，穆棱煤矿也历来没有女矿工，更没有女

工下井的先例。在“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传统观念

影响下，如何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如何

鼓励妇女实现经济独立，进而提高社会地位，成为

陈慕华在穆棱煤矿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陈慕华身体力行，率

先垂范，破天荒地带头下井，打破了煤矿无妇女下

井的先例，证明了男女在工作岗位上的平等，得到

了男矿工的赞同与认可。不仅如此，她还冲突阻

力，实现男女职工的同工同酬，促使妇女实现了经

济上的独立，使得一大批妇女成为了穆棱煤矿工作

的骨干，顶起了矿山的半边天。

作为党的优秀干部，陈慕华同志在革命的艰难

岁月里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以她的高风亮节和

开拓进取精神身先士卒，在穆棱煤矿工作的短暂

岁月中，她带领煤矿工人们不仅探索了现代式的

煤矿管理体制，为支援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

贡献，而且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提高了妇女的

社会地位，谱写了鸡西和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

上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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