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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石绍庆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劳动
节作为全体人民的节日，每年的 5月 1
日放假一天。从此，“5 月 1 日”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正式确
立起来。1950 年 5 月 1 日，全国人民迎
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五
一”国际劳动节。

重视“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党中央通过发布指示决
定、确定宣传口号、开展纪念活动等多种形
式，全面阐述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
重大方针政策，宣传革命主张、启发群众思
想、激发劳动热情，凝聚起革命和建设的磅礴
力量。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党中央一般都会
发布五一宣传口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1948年的“五一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源头。
1950年五一前夕，胡乔木负责起草了五一劳
动节口号初稿。刘少奇对其中的数条作了具体
修改，删去第 34 条“中国人民大团结万
岁！”；将第 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
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 35 条“毛主席万
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
万岁！”4月18日，刘少奇将《庆祝五一劳动
节口号（草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

4月 21日，毛主席审阅了 《庆祝五一劳
动节口号（草案）》，对其中的三条作了具体
修改。一是将第 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
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修改为“坚决贯
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
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修改为“不动富农的
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
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
成”，修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
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
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4月26日，中共中央
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4月27日，《人
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

为指导全国各地开展好“五一”国际劳动
节纪念活动，党中央还专门印发通知。刘少奇
在审阅中央关于庆祝五一节的方法和内容指示
时，特别将“今年五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个劳动节”修改为“今年五一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劳动节”。这样，1950年五一
国际劳动节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就更加凸
显。4月2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五一的
方法和内容的指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已使劳动成为光荣，全国劳动人民由
奴隶的地位进入主人的地位”，要求各中心城
市“应举行热烈纪念，并组织群众游行。在举
行纪念时，有外宾地方，政府负责人应招待外
宾，参加纪念。在五一前或后，可举行干部
会，各工厂机关学校派人参加，由负责人作报
告或讲演”。

4月28日，刘少奇将自己在全国政协纪念
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送毛主席
审阅。毛主席对讲话稿作了认真修改，并于4
月29日早上5时给刘少奇回信予以说明，信中
说：“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
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
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
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
去’的话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
面一段中去。国际形势一段（内容）说得策略
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
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
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如
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
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毛主席所加的口号
是：“全中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万岁！”

4月 29日下午，全国政协召开4500余人
参加的大会，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作讲话。刘少奇在讲话
中强调：“保护劳动人民在安静和欢乐的情形
之下来庆祝自己的五一劳动节，乃是人民政府
的职责。这就是说，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
有史以来才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之下，在
自由欢乐的情景之中，庆祝自己的节日。这怎
能不使我们和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感到十分的兴
奋和骄傲呢！”刘少奇的讲话，经胡乔木打印
清样送毛主席审阅后，全文刊登在 5 月 1 日
《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党
中央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早在1950年初
就开始研究谋划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五
一”国际劳动节。4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
发出 《关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
知》，要求全国各工会组织要根据各地实际举
行各种纪念五一的会议、群众大会、示威游
行、娱乐晚会，工人日报及各地工会组织报刊
应推出五一特刊，以广泛宣传纪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的重大意义，凝聚职工力量。

毛主席亲自修改
“五一口号”

为筹备天安门广场的五一庆祝活动，党
中央和北京市分别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其
中游行队伍的总体美术设计由国徽、政协会
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主要负责。5月1日，首
都二十万人盛大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检阅了游行队伍，苏联、捷克、朝鲜、罗马
尼亚、匈牙利、波兰、印度等国的使节及苏联
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印度尼西亚职工代
表团等参加了观礼。

下午3时，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宣
布游行开始。12门礼炮齐放120发，军乐队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10000多人走在
最前面，接着是40000多名工人手拉手从主
席台经过。当游行的工人看到毛主席时，兴奋
异常、欢呼雀跃，人们不断地将帽子抛向空
中。随后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文化教育工作
者、艺术工作者和妇女团体，北京市各区市
民，各学校学生和中国少年儿童队。当学生队
伍通过天安门时，已是傍晚，雨后的天空出现
了晚霞和彩虹，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排着整
齐的“八一”造型横空穿过，增加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

5月1日当天，全国各地劳动人民，均以
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上海市各界人民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
大会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于4月30日

召开，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主持会议并
致开幕词，陈毅发表讲话。5月1日，上海举
行工人纠察队检阅典礼，陈毅在致辞中号召
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后，立即在工厂、企业、
学校、商店、机关、部队和上海的任何一个角
落，把劳动与智慧高度发挥出来，努力在实际
的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政治文化学习中以
及机关和部队，多研究具体情况，多想实际办
法去克服经济建设上的困难。

济南市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参加大会
的五万余群众现场开展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常
委会关于要求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
的签名运动。太原市举行全市劳动模范大会，
到会的各厂、矿的劳动模范以他们生动的事
迹描绘了工人阶级在战胜困难中恢复太原工
业的图景。沈阳市劳动人民和青年合并举行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的盛大
集会，参加集会的群众达16万人。重庆市各
街道和各工厂张贴着工人们自己编写的墙报
和自己画的图画，描写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5月1日前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纪念五一特别节目，中华

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办公厅副主任
陈用文、文教部副部长冯宿海，中国店员工会
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常景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
席刘莱夫，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张祺，沈阳机
器三厂工人、劳动英雄赵国有等陆续通过广播
进行主题讲演。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人民广
播电台联合举办“纪念五一节广播宣传周”，既
有北京市总工会的干部作主题演讲，也有来自
北京市被服总厂、机器总厂的一线工人讲话，
还进行了纪念五一节广播快板比赛。

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出版专刊或特刊，
记录下新中国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1950年5月出版的《中国工人》刊登了毛主席
检阅五一游行队伍和各地迎五一的珍贵影像
资料。《人民中国》杂志出版劳工运动专号，特
约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东北总工
会主席张维桢、工人日报总编辑陈用文发表
专论，登载搬运工会、昆明工人护厂特写。上
海市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推出“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特刊”，以通俗易懂的图画形
式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分享劳动
人民的喜悦。

全国各地隆重纪念

新中国刚刚建立，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
物价猛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致使许多工厂停
工、商店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特别是上海
失业现象最为严重。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中
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救济失业
工人，让他们与全国人民一同度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紧迫的
重要任务。

4月1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举行全国救
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
指示》，指出：“中央除在工商业政策及救济问题
拟定若干办法外，全国总工会提议在今年五一的
时候举行一次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筹措一笔
救济失业工人基金。中央认为全总的提议应付诸
实行，其办法如下：由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
本着阶级的同情友爱，于四月三十日（星期日）
做义务工一天，以所得工资（或捐出工资一天）
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具体进行办法由全国总
工会另发通知）。”

4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在讨论失业问题时，李立三说，上海失
业最为严重，失业工人三月份十万，四月份十五
万，还可能增加。毛泽东问陈云：“拿出四亿斤
粮食来救济失业工人，可以吗？”陈云回答说：

“可以的。救济经费是可以拿出来的，但方式应
研究，不要把总工会置于火炉之上，处于被动地
位，变为斗争对象。”

全国总工会发出救济上海及全国各地失业工
人的号召后，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
的职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指战员们，踊跃捐
款。中央直属各机关工作人员多为供给制待遇，
仅提出一人（捐献）一斤米的号召，但全体工作
人员充分发扬阶级友爱的热情，绝大部分均捐助
数斤以上。很多工作人员捐出一月全部或大部津
贴，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将长期节约积蓄悉数捐
出，有的达250公斤之多。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管
理员石振扬、胡三明两位老革命素无积蓄，仍将
全月津贴悉数捐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职工

188人共捐出小米近3200斤。中共中央华北局直
属机关仅4月22日一天就捐款达4267000余元。5
月4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联名发布文告，号
召西南地区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
大力支援上海以及西南各主要城市的失业工人。

这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失业工人的困难
和痛苦。5月13日，毛主席在陈毅关于上海打
退四月危机的报告上批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
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
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
委研究。”

此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陆续出台《关
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
法》《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共
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等若干文
件，逐渐建立起失业工人救济制度。

（本文作者为全国总工会干部）

救济失业工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动
员广大职工利用一些旧有场所，成立工人俱
乐部、图书馆、阅览室等，借此丰富工人阶级
的文化娱乐生活。其中，尤以北京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的成立最为典型。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是明清两代
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有着 500 多年历史。
1950年1月，政务院通知决定将太庙拨给北
京市，作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劳动人民休
息和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场所。春节期
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太庙了解筹备进展情
况，在得知三大殿及配殿均存满北京图书馆
的藏书约30万册时，周总理指示节后找政务
院齐燕铭副秘书长解决。

关于文化宫的命名，最初有四个备选方
案：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劳动人民俱乐
部、北京市工人文化宫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4月中旬，李立三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
席肖明委托请毛主席为即将开幕的文化宫题
名，经毛主席选定，亲笔题写“北京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

4月30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

幕。李立三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人民革命胜
利的伟大果实，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是真正
的翻身了……北京以前就叫作文化城，但过
去是封建的文化城，现在要在我们全市劳动
人民脑手并用共同努力之下建造起我们工人
的文化城，我们劳动人民的文化城，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城，社会主义的文化城，北京市的工
人和全体劳动人民要把劳动（人民文化宫）好
好的（地）建设起来，使它成为能真正代表劳
动人民文化，而成为首都文化的模范。”随后，
廖沫沙、翁独健、李伯钊以及捷克大使魏斯柯
普夫、工人代表劳志慎和王家玺等相继讲话。

当天，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苏联图片
展览会，招待各界人士及中苏友协各支会负
责人。为祝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众
多知名人士纷纷题词祝贺。邓拓专门题写：

“文化从哪来？就从劳动来。谁要霸占它，实在
太不该！如今劳动者，领导新国家，努力学文
化，个个有天才。”赵树理则为劳动人民文化
宫开幕作诗一首：“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兄弟。世道一变化，根本
不相同。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

此外，全国各大工矿城市的工人文化宫也
纷纷建立起来。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在1950
年初成立，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文化宫。天
津市还把袁世凯的私人花园“宁园”改造为铁
路工人文化宫。南京市则将原来专为蒋介石做
寿的“介寿堂”，改造为工人文化宫，由刘伯承
题词。上海沪西工人
俱乐部于4月30日建
成开幕，受到社会各
方面的关注。上海市
政府还将沪东地区的
汇山公园和常德路的
原上海总工会会址拨
交给工会，作为职工
文化娱乐活动场所。5
月1日，沪东劳动公园
和沪东工人俱乐部向
职工开放，位于浦东
北护塘路的原工人福
利会会址经改建为浦
东工人俱乐部。

到 1950 年 8 月，
据18个城市统计，共
建立 16 个市工人文
化宫、773 个基层俱
乐部，参加这些文化
宫、俱乐部活动的职
工达28万多人次。

设立劳动人民文化宫

▲天津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上海《劳动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刊。

▲1950年上海失业工人救济金经费收据。

▲北京20万群众庆祝我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